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故事

本报讯 10月31日，在邵阳县金称市
镇农综开发新造、低改5000亩油茶林项目
区，油茶挂果丰收，工人们正在忙碌地采
摘油茶籽，预计今年油茶鲜果30余万斤，
产值300余万元。

近年，邵阳县争取农业综合开发产业
化经营财政补助资金593万元，项目单位

自筹资金2536.92万元，整理开垦成片荒
山，用于新造、低改油茶林，共新造、翻耕油
茶林1.9万亩，促进油茶产业化发展。该县
农综开发坚持“完善基础设施、新造低改油
茶、扶持粮油企业”的思路，扶持华强、兴隆
等粮油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在郦家坪镇、金称市镇、黄亭市镇等乡镇荒

山上，新造、低改油茶林1.15万亩；扶持日
恋、润丰园、双龙等油茶专业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基地+社员”模式，分别在诸甲亭
乡、塘田市镇等乡镇荒山新造油茶林7500
亩，促进油茶产业发展。

目前，该县农综开发通过助力油茶
产业发展，让 1.9 万亩荒山披上绿装，挂
果后让茶林“流金淌油”，可年新增油茶
生产能力280万公斤，年新增增加值3800
余万元，带动农民增收2839万元，加快农
民脱贫步伐。 （康煌 王求喜）

荒山种油茶 农民脱贫快

记者 宁煜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不怕苦，能创
新，善学习的年轻人，不会没有机会。”11
月4日，大学毕业生姚立向邵阳学院的学
生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坦言，“机会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今年1月，他成功注
册成立了学创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
用微信+小区推广等方式销售本地特色
健康农产品，实现营业额20多万元，帮助
10名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带动12名大
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姚立，2015年6月毕业于邵阳学院电
气工程系，这个90后年轻小伙从大二就开
始创业。一直很独立的姚立觉得自己读大
学了，成年了，要学会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他认为，学生做学生的生意，也许容易突破
一点。姚立当时看到不少高中毕业生毕业
要搞文艺晚会，搞谢师宴。他觉得这是一
个商机。于是，他和同学们到邵阳市一中、
二中、六中去游说高三毕业班班主任，拜访
了100多位班主任，得到了不少班主任的
帮助，几个月就办起了几十台最具特色的
班会，捞到了第一桶金。

“创业不能盲目，必须学习，要懂市场，

会经营管理，不可意气用事。”2014年10月
份，当时还在读大四的他报名参加了智丰
学校的创业培训，那时“满脑子都是创业开
公司的梦想”，自己创业的念头日益强烈。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农村的学员。
姚立说，当时他每天都会被派去到农村收
集柴火腊肉、猪血丸子、农家蜂蜜等特色农
产品开展创业实战，渐渐地，他对本土热销
的农产品熟记于心。

邵阳的土特产很有市场，他决定自己
的创业路就从卖土特产开始。2015年1
月，姚立组织5名大学生到市区东方明珠、
城南帝景、宝庆府邸等住宅小区开展“年货
到我家”活动，4天时间销售了5万多元农
产品。这让姚立第一次感受到特色农产品
在城区的市场潜力。

创业是辛苦的。选择电子商务渠道创
业的姚立告诉我们，“我每一天8点上班，晚
上12点还没有休息。进货、卖货，线上回答
客户、拍照片、做策划、管理团队，每一天都
有忙不完的事情。”他倡导成立的学创会除
了通过微信、QQ等网络平台线上销售外，
线下以小区摆点销售为主。为了让农产品
能进入居民小区推广，姚立带着他的团队
奔走在城市的各个住宅小区。姚立说，前

期遭遇很多物业公司的拒绝和业主的反
对，但他们一直在坚持和努力，终于市区有
几个小区的物业同意他们做推广。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老师看到我们
大学生创业，十分支持，买了腊肉等不少年
货，还帮我们介绍客户。”姚立说，热心人的
鼓励和支持，让他坚定了信心。

“让农民富起来，让城市居民健康起
来，让大学生经济独立起来。”90后大学
生姚立自己的创业理想是“将邵阳健康、
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打造属于他
们的品牌。”前不久，他在车上遇到一个
朱姓朋友，此人怀揣5万元到长沙，不到
一年时间，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他看
中的是，二胎政策放宽以后，母婴市场巨
大的商机。他和朱先生初步达成了合作
的协议。

姚立表示，他们想利用自己公司的
平台，让更多想创业的大学生加入进来，给
他们提供创业的机会。对于公司的远景发
展，姚立信心满怀。“一年的磨合，创业团队
基本成型了，现在我们找到了更大的市场，
公司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 大 学 生 姚 立 创 业 二 三 事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刘坤平

最近湖南发布了2015年我省大学毕
业生就业报告，表明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
势严峻。11月4日，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道信在邵阳学院指导大学生就业问
题，特意接受了记者专访。

我市高校毕业生出现过一毕业就失业
的情况，不少家长十分担心孩子的就业问
题。王道信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民
间投资变缓。大学毕业生安置任务较重，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明年会更加严峻，工
作任务更加艰巨。他认为，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
济增长放缓，毕业生人数增多。当前，宏观
经济运行虽然仍处于合理区间，但已明显
换挡减速，上半年我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这是近几年来的历史低位。经济增
长放缓不可避免地会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带
来不利影响。二是普通岗位较多，有效需
求相对较少。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覆盖
面逐步扩大，高校毕业生数量在较长时期
都将处于高位状态，并已占到新成长劳动
力的半数以上；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对
高校毕业生等人力资源需求又难以快速增
长，这种供求不匹配问题，在短期内很难有
效解决，“无业可就、有业不就”的矛盾现象
同时并存。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各类用人

单位提供岗位近2.18万个，求职人数1.95
万人，从表面看，需求人数高于进场求职人
数，但深入分析，6成以上为中低端加工制
造业和服务业，这些岗位难与大学生需求
形成有效对接。三是观念亟待转变，技能
有待提升。受传统观念影响，到大城市、进
机关、进国企，仍是就业理想和热门选择。
今年我市报考公务员人数和职位比仍然达
到16.1：1，高于去年的15：1。基层、农村和
一些民营企业求贤若渴，但引不来、留不
住。同时，市场需求量大的技能型人才相
对缺乏，加上培养结构和模式相对固定与
市场需求动态变化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有
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两难局面。他分
析，当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既有供求
总量问题，也有结构失衡的矛盾；既有就业
观念僵化的因素，也有培养模式固化的制
约；既有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影响，也有就业
体制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的瓶颈，这些
问题的存在，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
严峻的挑战。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是大学生就业工作
的难点。如何破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
呢？王道信告诉记者，我市将继续实施好

“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落实实名制帮扶
措施，扎实做好培训、见习服务等，确保对
离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不断线。对就业困
难毕业生，将建立专门台账，开展好家庭困

难和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等
工作，实施“一对一”重点帮扶指导。

他说，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从根本上
讲，还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多渠道开发
就业岗位，不断拓宽就业面。人社部门及
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大力开发出更多的
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全面落实各
项扶持政策和准入政策，实施好大学生创
业引领计划，在创业培训、企业注册、资金、
项目等方面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帮助，实现
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财税、金融、税收
等各类政策的作用，鼓励和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王道信说，我市要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开发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组织开展基层服务项目等，推动更多的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一线创业成才。

大学毕业生要改变观念，要乐于去基
层、到西部就业，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
励大学毕业生参加“特岗计划”、“三支一
扶”、“西部计划”和“到村任职”等基层项
目，鼓励扶持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改变观念 提升技能 破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访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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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强培训、发债券、
开展融资租赁、引进私募股权，
多渠道破解融资难题。11月8
日下午，全市银行、证券、保险
以及担保公司负责人围桌座
谈，就“十二五”期间，全市金融
系统在破解融资难问题上的成
功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

“十二五”时期，我市大力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开展
各项培训活动，先后邀请上交
所、深交所、香港交易所、省金
融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
金公司、中信证券、爱建证券、
泰康人寿资产管理公司、太平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多名专家
多次来邵指导和授课。企业
债、集合债、中小私募债、资产
管理计划、融资租赁、PPN、私
募股权融资、私募基金等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方式不断地在我
市实现突破并得到广泛运用。

全市有9家企业共引进私
募股权融资6.55亿元，发企业
债 7 单、融资 85.44 亿，发私募
债 2 单、融资 3.5 亿元，发资产
管理计划 3 单、募集 7.5 亿元，
运用融资租赁方式 8 单、募集
19.9 亿元，发信托产品 24 单、

募集 65.67 亿元。2015 年新开
辟了 PPN、集合债、新三板定
向增发、县级平台专项债、国开
行资本金专项债和基金融资等
筹资渠道。我市已获资本市场
直 接 融 资 208 亿 元 。 其 中 ，
2010 年 10 亿元，2012 年 13.58
亿元，2013 年15.61亿元，2014
年 73.79 亿元，2015 年 85.4348
亿元；“十二五”期间直接融资
188.4148 亿元，比“十一五”增
长1784.15%。全市在新三板等
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企业 36
家，进入“省重点上市后备资源
库”的企业25家、进入“省新三
板后备资源库”的企业28家，累
计获省政府直接融资奖补资金
750万元。广信科技计划2016
年完成创业板上市申报。

在未来五年，我市将实施
“二中心一枢纽”战略，经济社
会发展态势将为金融业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融资渠道的不断
拓宽，融资主体队伍的不断壮
大，成功运用好以往的融资经
验，并不断积极探索新的融资
模式，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
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杰 伍韶山）

我市拓宽渠道着力破解融资难题

本报讯 11月8日，记者从
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

“十二五”时期，全市金融业致力
于发挥金融工作的引擎作用，各
项工作均取得较好成绩。特别
是区域融资总额大幅攀升，实现
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全市存款
余额突破两千亿大关，达到
2058.46亿元。贷款余额直逼千
亿，达到891.46亿元。

“十二五”期末，我市各项贷
款余额891.46亿元，是“十一五”
末347.42亿元的2.57倍。“十二
五”期间，全市新增贷款544.04
亿元，比“十一五”期间新增额
197 亿元同比多增贷款 347.04
亿元，年均新增108.8亿元，是

“十一五”期间年均新增额39.4

亿元的2.76倍。我市贷款增速
年均31.32%，比全省年均增速
22.85%高出 8.47 个百分点。

2015 年末，我市存款余额
2058.46亿元，贷款余额891.46
亿元，分居全省第五位和第八
位，余额贷存比43.31%，比2010
年末的余额贷存比36.71%高出
6.6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我市新增各
种融资总额1202.94亿元，是“十
一五”期间207亿元的5.81倍。
预计至2016年12月末，邵阳各
项存款余额2400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1050亿元。金融系统税
收额连年增长，全市金融系统纳
税总额31.05亿元。

（朱杰 伍韶山）

“十二五”金融工作成效显著

全市存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隆回横排猕猴桃专业合作社今年发动社员规范种植优质猕
猴桃成品苗50余亩，三年后每株产量可达30到150斤，亩收益
可达到一万五千元左右，可带动当地上百户村民脱贫。同时该
合作社今年还培育了10万株红心、良猕等国家级优良品种的猕
猴桃苗木，创造经济效益50余万元。图为该合作社负责人伍国
荣在苗圃基地查看成品苗生长情况。 童中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