
2 经济
审稿：曾世国   责编：易桂媛    版式：肖丽娟    总检：魏谦2025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五

(上接 1 版）让文明理念真正融入

日常、化为习惯、成为风尚，使诚实

守信成为行为自觉、文明礼让成为

本能举动、志愿服务成为社会风

尚。市巩文工作机制和三年行动

计划中关于系统提升市民文明素

养、培育乡风文明、优化公共文化

服务等内容，正是这一深层追求的

具体实践。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如逆水行舟、爬坡过坎，不进则

退。必须常态化坚持、精细化落实、

长效化管理，必须统筹谋划、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让我们将功夫下在

平时，让机制运行于日常，不断加

快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解决重点难点突出问

题，以文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为

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设现

代化新邵阳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刘 波 通 讯 员 

邹振中）在全球能源形势趋紧、资源环境

约束加大的背景下，节能降耗已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7 月

9 日，记者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十四五”以来，我市紧扣国家“双碳”战

略，聚焦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能源结构

调整，推动节能降碳与高质量发展深入

融合，实现了单位 GDP 能耗强度连续四

年下降，提前两年完成省定目标，绿色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

能源结构优化，绿色电力动能强劲。

我市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发展，2024 年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26.3%。全市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 329.97 万千瓦，

占电源总装机的 67.17%。全市储能建设加

速推进，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1万千瓦，位

居全省前列。同时，实施煤电机组节能降

碳、灵活性改造及供热改造共计 264 万千

瓦，统调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较 2020 年

下降1.49克/千瓦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工业节能增效，绿色制造体系初成。

我市持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累计培

育国家级绿色工厂 2 家、绿色园区 1 家，省

级绿色工厂 26 家、绿色园区 7 家，24 家企

业正申报 2025 年省级绿色工厂。2024 年，

全市规模工业企业原煤消费量较 2020 年

下降 22.2%；2025 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超 14.3%，降幅位居全省前列。

通过节能监察、技术改造等措施，工业领域

能效水平不断提升。

建筑低碳转型，绿色标准全面推广。

2024 年，全市城镇新增绿色建筑竣工面积

346.2 万平方米，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达 87.32%，累计建成绿色建筑 2535.31 万平

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稳步推进，累计

完成 48 万平方米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浅层

地热能建筑应用面积达 19.72 万平方米，年

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251 千克/平方

米。此外，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

装配式建筑及光伏建筑一体化加快发展，

建筑领域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交 通 绿 色 升 级 ，充 电 网 络 全 覆 盖 。

全市 1781 辆城市公交车全部实现新能源

化，出租车新能源占比超 50%。充电基础

设 施 加 快 建 设 ，累 计 建 成 充 电 桩 18915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覆

盖。通过“绿色出行宣传月”等活动，全

市绿色出行比例超 60%，低碳交通体系加

速形成。

公共机构示范引领，节能降耗成效明

显。2024 年，全市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

同比下降 3.57%，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0.46%，水耗下降 9.74%。实施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 16 个，引入社会资金 8228 万元，累

计节能 7942 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 2130

吨。建成公共机构分布式光伏项目 52 个，

年发电量 905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2872 吨。此外，邵阳成功创建国家级绿

色低碳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1 家、节约型机

关 575家，示范引领作用显著。

“ 两 新 ”行 动 助 力 低 碳 发 展 。 2024

年，我市积极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 63.8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5%；全 市 汽 车 以 旧 换

新补贴申请超 1.1 万人次；家电以旧换新

交易 8.49 万笔，销售额达 3.57 亿元；农机

报废更新 51.9 万台，有效促进绿色消费

和产业升级。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未来，我市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持续深化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

作，加快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为实现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贡献更多邵阳力量。

  我市推动节能降碳与高质量发展深入融合，单位 GDP 能耗强度

“四连降”提前达标——

从生产到生活，节能降碳处处“绿”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

丽 通 讯 员 范 准 实 习 生 

邱桂香）7 月以来，高温天气持

续，田间蔬菜进入传统意义上

的“夏淡”时节。市民“菜篮子”

是否受到明显影响？记者近日

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

店发现，随着本地蔬菜进入集

中上市期，全市蔬菜供应充足，

价格整体平稳，为市民的夏日

餐桌提供了多样选择。

7 月 9 日 19 时许，步步高超

市邵阳新天地店的蔬菜区人头

攒动。货架上丝瓜、茄子、豆角

等当季蔬菜相当新鲜。除了品

质上乘，超市蔬菜价格也尽显

稳定。多款“1 元菜”格外吸睛：

紫 茄 1.49 元/500 克 、油 麦 菜

1.28 元/500 克 、大 上 海 青 1.05

元/500 克 、小 上 海 青 1.40 元/

500 克……丰富的品类搭配实

惠的价格，让市民的“菜篮子”

拎得愈发轻松。“这些菜的价格

和上周差不多。夏天就爱买些

清炒的时蔬。”正在挑选蔬菜的

市民周可（化名）说。

“蔬菜价格与昨日基本持

平，整体保持稳定。”步步高超

市邵阳新天地店综合处长王鲜

梅介绍，超市每天通过冷链运

输蔬菜，保障蔬菜新鲜度，优先

供应本地当季菜品的同时，科

学调配外地优质蔬菜，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

受高温影响，餐饮消费也

呈现“夏日模式”。记者走访多

家餐饮店时，店主们表示，随着

气温升高，顾客更青睐清爽菜

系，蔬菜类菜品的点单量有所

增长，而稳定的供应渠道和采

购来源，让他们不用为食材成

本担忧。

“酷暑时节，我们饭店对蔬

菜的需求量很大。”熹禾院饭店

老板黄海波表示，“好在本地蔬

菜集中上市，我们从菜农、批发

商那里直接采购的蔬菜价格很

实惠，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

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上周全市

蔬 菜 零 售 均 价 为 每 公 斤 6.93

元 ，微 涨 1.25%。 在 监 测 的 14

种蔬菜中，青椒零售价为每公

斤 7.6 元，上涨 1.3%；豆角零售

价为每公斤 9.7 元，上涨 2.2%；

黄瓜零售价为每公斤 6.21 元，

上涨 0.6%；茄子、胡萝卜、白萝

卜、莴笋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

6.15 元 、4.98 元 、3.08 元 、6.08

元，分别下跌 1.36%、1.5%、1.5%

和 1.7%。

“整体来看，上周蔬菜价格

呈微涨态势，预计后期将在现

有价位基础上有序波动。”市商

务局市场运行调节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市蔬菜供应依然充

足，价格预计不会大幅波动，市

民仍能享受到实惠的蔬菜。

“夏淡”菜价稳 “菜篮”轻松拎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谭锦）“这届展会给

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来看鞋下单的客户络

绎不绝，效果远超预期。”7 月 9 日，湖南巨鹭王

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城屹在湖南鞋业联盟

第十二届秋冬新品订货会上兴奋地表示。

7 月 8 日至 10 日，湖南鞋业联盟第十二届秋

冬新品订货会在长沙举行。本届展会汇聚全省

近 70 家优质鞋企，其中邵阳鞋企表现尤为亮

眼，巨鹭王、佳华、诗璇和香尔美等近 30 家企业

携最新设计的秋冬皮鞋、时尚靴款等产品惊艳

亮相。

展会开幕首日即迎来开门红，吸引了来

自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江西、广西及湖南

本 地 的 近 400 家 采 购 商 、批 发 商 前 来 洽 谈 。

邵 阳 鞋 企 在 本 届 展 会 预 计 成 交 额 突 破 5000

万元。

“12 年来，我们见证了邵阳鞋业的华丽蜕

变。”湖南省鞋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鞋

业专家的专业指导、行业协会的鼎力支持和

上下游产业链的紧密协作下，邵阳鞋企实现

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到现代化

流水线制造的转型升级，品牌意识和市场拓

展能力全面提升。

展会期间，邵阳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专

程带队调研，详细了解邵阳鞋企参展情况，并

对企业品牌化发展和拓展全国市场提供意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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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黄 云 

实习生 吴安萍 薛添添）7 月 6

日，为期 3 天的邵阳惠民家博会

在 市 体 育 中 心 落 幕 。 展 会 期

间，现场人头攒动，众多市民闻

讯 前 来 ，在 琳 琅 满 目 的 家 居 用

品 与 电 器 产 品 中 挑 选 心 仪 商

品 ，享 受 国 家 补 贴 政 策 带 来 的

实惠。

“这款节能冰箱享受国家补

贴后，比平时便宜了近千元，趁着

这次家博会赶紧来看看，合适就

赶紧入手了。”在某品牌展台前咨

询的市民王女士兴致勃勃，手中

的宣传单页上标注着几款意向产

品的补贴后价格。

展厅内，各展商工作人员热

情细致地为消费者讲解产品性

能、优惠政策和售后服务。通程

电器携手美的、海信、海尔等品

牌，推出工厂直供优惠，叠加“工

厂补贴+通程补贴+国家以旧换

新补贴”三重福利，部分商品综合

优惠力度较大。

除价格优势外，产品的科技

感和环保性也成为此次家博会

的亮点。智能家居展区内，搭载

按摩功能的智能沙发、可远程调

控的全屋家电系统吸引众多市

民驻足体验。参展商通过现场

操作演示，让消费者直观感受现

代科技对生活品质的提升。“现

在选家居不仅看实用，更注重健

康与智能，希望找到符合需求的

产品。”正在挑选厨房用品的崔

先生表示。

据了解，本届家博会积极响

应国家促消费政策，共汇聚了 21

个知名品牌，涵盖家具、家电、厨

卫等多个品类，致力打造“一站

式”家居采购平台。此次活动整

合优惠、品质与服务，为市民带来

便利与实惠，也为邵阳家居消费

市场增添了活力。

家博会多重补贴促消费惠民生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易 蓝 

实习生 薛添添）7 月 2 日，衡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一行 9 人到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考察。此次考察旨在深入学

习“邵阳红”品牌建设的成功经

验，为衡东土菜品牌的打造与推

广提供实践参考，助力衡东土菜

突破地域局限，走出湖南、走向

全国。

考察过程中，衡东考察团围

绕集体商标注册、标准化建设、

市场推广、品牌管理与保护等核

心议题，与邵阳市场监管部门进

行了深入交流。6 年多来，“邵阳

红 ”品 牌 通 过 整 合 地 方 特 色 产

品、建立统一质量标准、搭建线

上线下营销网络等举措，已形成

具 有 区 域 影 响 力 的 品 牌 矩 阵 。

在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

力 指 数 TOP100 榜 单 中 ，“ 邵 阳

红”品牌从 2022 年的第 56 名跃

升至 2024 年的第 19 名，成为湖

南省唯一进入前 20 名的区域公

共品牌，品牌价值与日俱增。在

销售方面，2024 年，“邵阳红”目

录 企 业 销 售 总 额 达 到 近 200 亿

元，有力促进了十大百亿农业产

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

动能。

衡东土菜作为湖南地方特色

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拥有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品类，但在品牌

知名度和市场辐射范围上仍有提

升空间。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学

习，我们将结合本地实际，在土菜

食材标准化、烹饪技艺规范化、品

牌 IP 打造及市场渠道拓展等方

面发力，不断提升衡东土菜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此次考察，是两地农业品牌

发展的一次深度对话与思想碰

撞。未来，双方将以品牌合作为

纽带，携手共进，共同谱写湖南农

业品牌发展的绚丽篇章。

共探农业品牌破圈之路

7 月 9 日，武

冈市中药材产业

协会负责人杨式

钧在晏田乡扶塘

村乐生专业合作

社的枳壳基地，

指导农户进行中

药材枳壳采摘、

初加工等。目前，

正是当地中药材

枳壳采摘加工的

最佳时机。

王岐伟 摄

▲市民在超市选购新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