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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4日上午，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文密来到邵阳经济开发区，
就智能家居、通用航空等重大
项目建设选址情况进行现场办
公。龚文密强调，相关部门要
加快推进各项目建设进度，推
动项目尽早签约开工，为我市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
青，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
万千参加现场办公。

龚文密、刘事青首先实地
考察了智能家居、通用航空等
项目拟选址地，听取各项目拟
选址方案介绍，了解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实地考察后，龚文
密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
邵阳经开区、双清区和市国土、
经信、规划等部门单位的意见，
原则同意项目拟选址方案。

龚文密强调，要充分认识
到智能家居、通用航空等项目
对于推动我市智能制造和相

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相
关部门单位要不断完善硬件
设施，提升软件水平，用足用
好政策，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要抓住机遇，尽早确定
项目建设方案，积极深入对
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提
前启动地质勘探等项目前期
准备工作。

龚文密要求，要抓紧推进
其它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整合
各类资源，按照时间节点实现

各项目如期开工。
刘事青要求，各部门单位

要提高认识，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结合实际出台相关优惠政
策，千方百计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确保项目尽早落地建设。

（记者 曾国栋）

推动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加快发展推动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加快发展
龚文密刘事青就智能家居、通用航空项目建设选址进行现场办公

本报讯 3 月 8 日，我市首
届“书香女人节”在江北一家书
吧举行，开启了“书香邵阳”建设
的又一扇门。

“书香女人节”由新华书
店邵阳分公司策划，定于每年
的“三八妇女节”在新华书店
邵阳分公司下辖的现代复合
型书吧举办。该活动将国际

性节日、中国传统服饰风采、
邵阳女性才艺展示和“书香邵
阳建设”巧妙结合起来，堪称
邵阳版的“朗读者”。当日，朗
读爱好者朗读了《致女儿书》

《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母
亲》等名作及其本土作者的散
文诗等作品。
（袁光宇 黄 宇 张荣鸿）

打造“书香女人节”

3月14日上午，春雨霏霏，洞口县高沙
镇石榴村的双季稻种植基地机器轰鸣，5
台大型耕田机正在冒雨劳作。金穗谷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刘谋友说，自3月7
日以来，他们开始犁田。

2014 年，石榴村由村委会出面，把土
地集体流转给金穗合作社、明友农机合
作社进行双季稻种植。周边罗塘、连江、
大路、新世村等，也依葫芦画瓢和合作社
合作。

农机手杨期明说，尽管这些天都下着
雨，但丝毫不能停歇，因为要抢抓时机、争
分抢秒，他们的5台耕田机必须在二十多
天内把二千多亩稻田全部犁完。

石榴村党支部书记尹邦忠介绍，
去年种植的早稻有中早 39、陵两优

942，晚稻有H518、早丰优华占，共1400多
亩；今年准备在这些品种中进一步选优，种
植面积要增加600亩以上。

在金穗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专用厂
房内，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整理秧盘。石
柳村村委会主任刘谋友说，还等四五天，合
作社就要集中育秧了，步骤是先进行室内
催芽，再把催好的秧种放到一个个秧盘里，
搬移到秧田中的一块块秧床上进行塑料薄
膜育秧。计划4月中旬开始机械插秧。高
沙镇镇长刘桂生说，他们准备把金穗谷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申报为全省50个种植规
模单位之一。

石榴村：春雨霏霏农机欢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谢定局 米桂美

“人社部门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
势，精准施策，精准发力，重点做好人才、
就业工作，让人社部门真正成为我市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矛盾的减压器，为
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的贡
献。”3 月 13 日，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
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贺祝民接受
采访时说。

我市是人口大市，就业任务重、压
力大，同时，部分行业、企业出现了招工
难的现象。“要努力破解‘两难’，将人口
红利转化为推进实体产业发展的动

力。”贺祝民说，人社部门应该主动作
为、靠前服务，甘心当“保姆”、热心当

“红娘”。今年要推行“保姆式”服务，破
解企业用工难，开展“为招商引资、承接
产业转移和项目推进提供全程对接服
务”活动，与项目企业共同研究制定招
用工方案，采取市场招聘、引导就近就
地就业、劳务对接、校企对接等办法，同
步跟进提供招用工服务，免费开展岗前
培训，千方百计满足项目企业竣工投产
用工需要。

产业兴邵，关键在人才。贺祝民

表示，人社部门将以人才之优促发展
之优。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结
合企业生产和技术创新制定高技能人
才培养规划，组织开展高技能人才培
养工作和职业技能大赛，着力培养造
就一批创新能力强、专业程度高的新
型“邵阳工匠”，培育适应产业转型升
级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创新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职
业训练院、职业培训包等改革试点。
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邵阳学院创业孵
化基地，对创业项目从资金、场地、销
售、人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兑现
各种奖补政策，帮助大学生实现创业
梦想。加强引智示范基地管理服务，
促进引智成果推广与转化。

着力培育邵阳工匠
——访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贺祝民

记者 宁 煜 通讯员 刘坤平

产业兴邵访谈录产业兴邵访谈录

3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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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明

胡晓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3月6日，市创业商会
综合部的会员利用晚上时间分享创
业心得，商议如何在创业商会今年
的产业发展目标中展现各自作为。

市创业商会由从事经济商贸活
动的企业代表组成，致力服务微小
型企业。本月初，该商会根据我市

“产业兴邵”总体思路，打开新年发
展思路，进一步提升凝聚力：引导会
员关注邵阳经济发展趋势，赢得社
会资源和发展先机；扎实做好商会
换届选举，打造强有力的领导团队；
完善积分制管理制，规范会员行为；
完成固定办公场所等基础建设；推
动教练技术平台建设，提升会员综
合素养，传播正能量。

（阮湘军）

打开创业新思路

走转改走转改··布谷声中问农家布谷声中问农家

绥宁林业资源位居全省首
位，该县立足竹木加工产业，大
力推行科技创新，引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绥宁县工业集中区
虽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但通过政
府引导扶持，不少企业已打开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尤其是绥宁湘商产业园，成为该
县发展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新
兴产业的新阵地。

打造竹制品集散中心

绥宁森林覆盖率为76%，这
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让竹木加工
成为绥宁传统优势产业。绥宁
工业集中区是一个以竹木精深
加工和家具制造为主导产业的
省级产业园，集中区总体规划面
积3.09平方公里，现已开发建设
2.57 平方公里。园内目前拥有
湖南中集、佰龙等竹木精深加工
企业25家。

今年随着“禁伐令”的出台，
传统木材加工企业急需转型。
绥宁工业集中区负责人匡长奉
介绍，为破解传统木材加工企业
的困境，他们围绕“生态型、精品
型、效益型”这条主线，把园区向

“小而精、精而特”的南竹产业园
转型。“南竹生长快，周期短，是
可再生资源。”匡长奉介绍，当地
40 万亩南竹林已完成低产改
造，将为南竹产业园的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原料。他们的目标
是把南竹产业园打造成为湘中
南竹制品集散中心。

巧把南竹换“金砖”

湖南银山竹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生产竹家具、竹筷为主的
企业，传统竹制品加工每年的产
值才五千多万元。如今通过技
术创新，这家公司研发的竹制一
次性西餐具已成功打入欧美市
场。该公司一次性西餐具的订
单已排到了7月份，这一个产品
未来五年将带来 10 个亿的产
值 ，成 为 了 打 开 欧 美 市 场 的

“金钥匙”。
原本其貌不扬的竹板，经

丰源体育公司加工成了百多款
特色鲜明的滑板，去年创造外

汇收入二百多万美元，成了远
销欧美的“金块”。“不要小看这
看似简单的滑板，它的科技含
量很高，这中间蕴含了 32 项发
明专利。”该公司总经理王青云
介绍，公司与中南大学通力合
作研发的新产品，被国家滑板
队选定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唯
一指定滑板。

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谈起集中区转型之路，匡长
奉感慨“任重而道远”。“现在单
纯做竹产品的企业还只有七家，
大部分木材加工企业急需转
型。”为此，集中区成立了竹产品
研发中心，从产品研发、设备改
造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资金
方面我们与各大银行合作，设立
一个资金池，投入政府引导资金
1000 万元，可以为转型企业撬
动 1 亿元的贷款。”匡长奉介绍
说，下一步他们将重点帮扶创新
能力不足的木材加工企业，帮助
其渡过转型的难关。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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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绥宁县湘商产业园的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茶油科研、开发、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行业领军
企业。目前一期4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建成，今年4月可投
产。图为该企业大气的新厂房。 童中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