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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波

“冬有乌镇，春有岳麓。”一语概括了
国内互联网业界的两大盛会：乌镇世界互
联网大会和互联网岳麓峰会。

4 月 2 日，在长沙举行的互联网岳麓
峰会上，全国乃至全球移动互联网大咖云
集。在会上畅所欲言的，也有一名来自邵阳
的大咖——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

4 月 3 日上午，蒋志祥的身影又出现
在了邵阳经开区。当天，分享通信集团邵
阳工匠小镇暨SIM+创新产业园正式开工
建设。蒋志祥说，这是他为建设家乡布下
的一枚重要“棋子”，他想为家乡打造出一
条上百亿元的信息产业链。

返乡投资兴业回报桑梓

蒋志祥是邵阳县白仓镇人。在外求学、
创业多年的他，2006年创建分享通信集团。

通过多年发展，分享通信集团迅速
成为一家全内资大型跨国移动通信运营
商，其在 31 个省市区设立分公司或分支
机构，为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国家有
线电视网络等 70 余家企业提供行业应
用产品、移动通信服务及移动互联网解
决方案。

生于邵阳、长于邵阳的蒋志祥说，自
己如今虽常住北京，心中却总想着要为家
乡做点贡献。近年来，邵阳市委、市政府
也着力加大招商力度、突出产业发展、优
化经济环境、深化体制改革，为分享通信
集团产业扩张和邵阳实体经济发展提供
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2016年，分享通信
集团正式与邵阳市签约，决定在邵阳经开
区投资 24 亿元，打造分享通信集团（邵

阳）SIM+创新产业园项目，建设集研发设
计、商务办公、商贸金融、生活配套于一体
的产城融合体，旨在汇聚通信、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和
技术，不断整合创新，搭建共赢平台。

蒋志祥表示，希望通过分享通信集
团（邵阳）SIM+创新产业园项目建设，把
外地的优秀经验、优质资源聚集到邵阳，
带动家乡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
的发展，“让邵阳人民享受到我们从邵阳
走出去的这批人带回来的资源福利，这
是我们每一个走出去的邵阳人回报家乡
的一种情怀”。

打造分享华中数据中心

分享通信集团（邵阳）SIM+创新产业
园将分两期建设，第一期4月3日已开工，
预计 2020 年竣工，二期预计 2021 年竣
工。蒋志祥表示，打造这个产业园就是希
望能填补我市乃至湘中、湘西南地区的相
关产业短板，为邵阳发展通信、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

根据规划，分享通信集团将在分享通
信集团（邵阳）SIM+创新产业园建设10039
全球客户服务热线。这里将设置至少
10000个热线坐席，实行“三班倒”的工作机
制，这意味着这里至少需要吸纳3万人就
业。届时，这里也将变成分享通信集团的
华中数据中心，成为一座“智慧之城”。

除了做好自身用户服务外，分享通信
集团还将利用通信运营商的优势，主动连
接金融产业、服务业等一系列服务，让这些
服务在邵阳聚集起来，让更多的知识经济
在邵阳落地，从而推动产业园做大做强。

瞄准百亿级信息产业链

蒋志祥表示，分享通信集团作为一家
通信营运商，对在SIM＋创新产业园内打
造百亿级信息产业链充满信心。

一家通信营运商其实就是一个甲方市
场，能释放出强大的支撑动能。目前，拥有
通信营运商SIM卡的互联网用户在全球互
联网用户中是人数最多的，且它能清楚地
知道你在哪、你是谁；在我国，SIM卡支付占
了移动支付的九成份额，在“资源为王”“用
户为王”的时代，这些资源绝对不可小觑。
作为一家拥有近2000万个用户群的通信营
运商，分享通信集团势必能对信息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蒋志祥表示，在很多开发项目中，实现
“七通一平”是先决条件，确保二级开发商
可以进场后迅速开发建设。分享通信集团
（邵阳）SIM+创新产业园也将致力打造
SIM+创新平台，在互联网和创业创新领域
中推动“七通一平”建设，让创业创新者不
再四处去跑资源，利用SIM+创新平台即可
轻松实现资源对接、用户对接，用最低廉的
成本解决创新创业中遇到的问题。自然而
然，SIM＋平台就能聚集起成千上万的创业
者来到邵阳，无疑也将带动上下游的产业
链。“目前，在北京有上千家企业围绕分享
通信在产业的上下游开展业务。”

蒋志祥坚信，这个产业一旦成熟，其
释放的能量将不可小觑。届时，分享通信
集团（邵阳）SIM+创新产业园将可带动包
括互联网产品、掌上校园、企业政府移动
办公、手机应用开发和移动终端产品在内
的超过100亿元产值的上下游产业发展，
形成高端通信移动软件、服务产业链条。

回报家乡，打造百亿信息产业链
——访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

本报讯 3月20日上午9时，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二楼会议室里，来自该县打火机行业的100余名企业家正在

“昭阳智能制造大讲堂”的课堂上集体“充电”。
“参加这样的培训非常好，不但能够提高管理素质，还能

开阔眼界转变思路。”邵东环兴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经理王伟
辉说，公司去年投入1800多万元对机器进行升级改造，使企
业劳动力成本降低40%，产值提高30%。目前，公司已和邵东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企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有力支撑。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邵东县倾力打造的智能制造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以开办“昭阳智能制造大讲堂”为起点，充
分发挥智能制造宣传队、智囊团、助推器的作用，加速推进邵
东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展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并逐
步实现“邵东制造”向“邵东智造”“邵东创造”转变。

（罗俊 杨秀）

“昭阳智能制造大讲堂”开讲

企业家“充电增智”谋转型

本报讯 4月2日，市城区办税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仅用2
分钟就为市区一家钢化玻璃公司的负责人邓女士办好了税，
她由衷地伸出大拇指连连点赞。

“优化纳税服务，让纳税人只用跑一次”是市城区办税服务
大厅始终践行的宗旨。为更好地服务纳税人，该服务大厅加强
规范化建设，使业务培训常态化，不断提升窗口办税人员的服
务水平，定期对工作人员开展业务技能培训、微笑服务培训。
同时，推行首问责任制，将每位办税人在前台咨询的信息做好
台账，派专人督促办结情况，实现业务办理当日记、当日清。

“3 月 23 日，湖南磐基建筑工程公司朱先生咨询税务登
记，承办情况已办结。”办税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仍清楚记得当
时的场景：朱先生来前台咨询税务登记，工作人员向他讲述需
要携带哪些资料后，又用便利贴写好交给他。后来，朱先生去
车上拿东西，弄丢了便利贴，工作人员又用A4纸写好交给他，
让他感激不已。

在市城区办税服务大厅，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对工作人员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对于办税人来说，心里
却是由衷地感激，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让他们减少了麻烦，
加快了效率，办税更舒心。

（罗俊 肖奋勇 陈刚）

纳税人为城区办税大厅点赞

本报讯 4月3日，为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交
通银行邵阳分行营业部特举办“我和图书做朋友”少儿朗诵大
赛，共吸引20多位小朋友前来参赛。

参赛的小朋友表现出色，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比赛现场
一度热闹非凡。活动结束后，家长对此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对交通银行的服务也表示十分满意。交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后会多提供此类平台，为更多的人群提供展示才能的机
会，并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罗 晶）

声声童音传书香

本报讯 4月2日，大祥区国税、地税部门在市楚雄大剧
院举办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第27个税收宣传月暨企业所得税培训活动，280多家企业
的法人代表和财务人员参加培训。

近年来，大祥区国税、地税部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出
了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一次
性告知等纳税服务举措，并在政府主导下共建了一体化办税
厅，为纳税人提供最优质的办税环境和办税服务，有效提升纳
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大祥区国税、地税部门还联合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重
点企业走访调研、纳税人学校和税收检查等活动，认真落实税
收优惠政策，把小微企业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
落到实处，使纳税人及时、便捷享受政策红利，有力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实现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罗俊 刘震 王龙梅）

释放税收力量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3月27日下午，邵阳经开区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全区干部职工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学
习，把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做到融
会贯通、统筹推进。要在新时代奋发有为，为建成千亿园区、
成功创建国家级开发区贡献力量，谱写邵阳经开区改革发展
的新篇章。 （刘波 李侦）

邵阳经开区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奋发有为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 3月28日，邵东经济开发区
相关负责人透露，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
该区将着力建设“三个新区”、打造“三张
名片”，为尽快迈进全省省级园区前五强
并实现“千亿园区”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2017年，邵东经济开发区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610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规模
工业总产值432亿元，同比增长11%；实现
规模工业增加值98亿元，同比增长9.5%；
上缴税金1.56亿元，在全省134家产业园
区中综合排名第十五，省级开发区中排名
第七，大湘西片区中排名第一。该区连续
六年获全市园区工作考核一等奖。

2018年，邵东经济开发区提出，将以
打造“千亿园区”为目标，重点实施囊括建
设“三个新区”、打造“三张名片”等行动的

“33350”工程，增强园区发展活力，提升园
区发展平台，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打
造“千亿园区”。

今年，邵东经济开发区计划在县城东
南面开发5至7平方公里，建设南部新区，
建设以绿色生态居住、山水人文康养、低
碳智慧电商三大产业为支柱的新区。该
区将建设站前新区，并将其打造成高端商
务商住区、形象窗口区、人流集中区。同
时，建设廉桥特区，并将其列为邵东工业
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项目与标杆之作。
在该特区内，拟投资 20 亿元建设医药工
业科技园一期，规划建设 1 平方公里，以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物流三大产业
为核心，力争打造成全国一流的中医药产
业园区。

邵东经济开发区还将持续发力打造
“三张名片”，提升园区发展平台。

一是打造国家级经开区。该区已经
成立园区升级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专门办
公室，组织精干力量，统筹谋划，全面准
备，对照标准，补足短板，计划年内完成申

报前期工作，并力争用2至3年的时间将
邵东经济开发区打造成国家级开发区。

二是打造AA级信用平台。邵东经济
开 发 区 现 有 平 台 公 司 的 信 用 评 级 是
AA-。该区拟通过整合资产、注入资金、
强化管理、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偿贷能力
等方式，将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打造成AA级信用平台，为发行债
券和银行贷款提供便捷通道。

三是打造省级园区前五强。邵东经
济开发区将明确“创新、开放”两大发展定
位，开展“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外经外贸”
三大提升工程，发扬“拼智慧、拼时间、拼
干劲、拼实力、拼速度”的“五拼”精神，提
升经济总量和质量，缩小与长株潭先进园
区的差距，2018年力争迈进全省省级园区
前五强；力争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打
造“千亿园区”。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申少言)

邵东经开区着力建设“三个新区”、打造“三张名片”

持续发力冲击“五强千亿”目标

3月26日，隆回县福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彩绘车间内，工人正在为工艺饰品上色。该公司近年来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升
级，加强产品研发，提高产品科技含量，2016年12月被省科技厅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今，该公司在原有的工艺品生产基
础上，强势进入手机市场，研发制造手机钢化膜、手机后盖等产品。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