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 日 戊戌年六月廿八 星期四 第11400期 今日8版9

邵阳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宁如
娟 通讯员 郭敏欣 实习生 邹中华）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上半
年，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超过2.4
万户，同比增长 6.86%，其中新登记企
业4651户，个体工商户18776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858户。截至6月底，全市累
计市场主体达 25 万余户，同比增长
13.21%。

今年上半年，随着我市多证合一、

全程电子化登记、最多跑一次等商事制
度改革的持续推进，企业开办时间大幅
压缩，市场准入环境持续改善，新设立
市场主体实现较快增长，经济活力不断
释放。目前，全市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
31户，每千人拥有企业5户。

从产业结构来看，上半年全市新登
记的4651户企业中，除外资企业外，第
一产业355户、第二产业1451户、第三
产业2831户。 (下转2版①)

上半年我市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2.4万户

8月6日下午，古城邵阳大雨滂沱，但
参加十三届省运会龙舟赛的邵阳健儿们，
依然坚持在九江码头冒雨集训。

这时，一名拄着拐杖的男子，悄悄来
到望江楼下，羡慕地看着昔日的队友们挥
桨击水……

该男子叫马登科，今年38岁，曾经是
邵阳龙舟队的一名主力队员。在7月20日
进行的一场训练中，他左腿骨裂，于是，拄
着拐杖到九江码头观看队友们训练，成了
他每天的必修课。

自2014年取得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
的承办权以来，邵阳大地上涌现出一股又
一股众志成城盼盛会的热潮。

建设者披荆斩棘

在广州带外甥的邵阳退休干部许名
淼每年寒暑假都要回邵阳小住一段时间。
去年寒假回邵，时年 65 岁的他对我市新
建的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赞不绝口。今
年暑假，他看到家乡拔地而起的体育新
城，更加感慨万千：“这几年，我真不该到
广州去，错过了许多见证邵阳发展历史的
机会。”

举办省运会，场馆建设是关键。根据
十三届省运会的需求和我市体育设施的
发展需要，“二场二馆一校一园”的邵阳市
体育中心建设规划横空出世：“二场”，即
体育场、全民健身广场；“二馆”，即体育
馆、游泳及综合训练馆；“一校”，即邵阳市
体育运动学校；“一园”，即体育公园。

值得一提的是，在邵阳市体育中心的
建设过程中，我市至少创造了三个“全国
第一”：第一次在全国提出“将体育中心建
在公园里，把体育中心建成体育公园”的
理念；第一次尝试“边签边审边倒”的征拆
模式，并总结出“依法办事，一碗水端平；
群众路线，一线工作法；合力攻坚，上下一
条心；公正公平，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钉
子户占便宜”的四大征地拆迁攻坚法宝；
第一次完美实践“统一拆迁，统一安置”的
一体化和谐拆迁安置思路。

“邵阳体育新城总占地约一平方公
里，要在这么宽广的范围内开展征地拆
迁，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有了‘全国三个第
一’的激励和引导，我们的征拆工作跑出
了新的‘邵阳速度’！”曾经牵头参与邵阳
市体育中心征地拆迁的市体育学校原党
总支书记肖自力介绍。

邵阳体育新城的征拆创造了新的“邵

阳速度”，建设进度也创造出新的“邵阳
经验”。邵阳体育新城要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两纵两横”主干道路的拉通和完成15
亿元投资的场馆建设，必须做到“夜以继
日，密排工期”。2017年5月27日，市委书
记龚文密在调研市体育中心及周边路网
建设情况时，明确提出从当年 6 月份开
始，推进市体育中心建设要坚持“一月一
调度”；从2018年1月份开始，要实行“一
周一调度”；到2018年7月份，要达到“一
天一调度”。

从2013年开始征地，历经5年多的艰
苦拼搏，体育馆、体育场、游泳及综合训练
馆三大体育场馆终于完成竣工验收。8月
20日至9月11日，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赛
事将在这里如期开幕。

众市民欢欣鼓舞

近年来，邵阳喜事连连：成功创建全
省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高铁开进了
城、飞机飞上了天；产值过亿元企业超过
了200家、市本级财政收入跨越百亿大关
后继续节节攀升……在邵阳人民距离“二
中心一枢纽”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十三

届省运会成年组承办权花落邵阳，是全省
人民送给邵阳人民的一份厚礼。

“我知道我们邵阳是全省 14 个市州
中最后一个建体育中心的。正因为我们建
在最后，所以我们要建得最好。”一直在
邵阳体育新城建设过程中负责保洁工作
的谢红梅说。她听管事的人说过，市体育
中心建成后，将是目前全省最宏伟和最
美丽的一座体育中心。因此，在对市体育
中心的场馆进行清洗时，哪怕是粘在走
廊玻璃上的一朵杜英花，她也要用指甲
仔细剔下来。

刘文涛、汤凯亮、朱洺可分别是二纺
机中影国际影城的董事长、总经理、运营
经理。他们是邵阳的“富二代”，同时也是
新邵阳的建设者。闻听十三届省运会将设
置龙舟竞赛项目，同为北塔区九江社区儿
女的他们带着“继承祖辈传统”和“我为邵
阳争光”的双重豪迈，集体报名加入邵阳
龙舟队。 (下转8版)

众 志 成 城 迎 盛 会众 志 成 城 迎 盛 会
——“办好省运会 建设新邵阳”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 郁 张雪珊 胡晓健

邵 阳 日 报 8 月 8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实习生 李旺鑫）
今天上午，我市召开湖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成年组）筹备工
作调度会，听取当前筹备工作
进展情况，部署下阶段工作。市
委副书记曹普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领导李万千、胡民主、李
华和、蒋志刚、郭妤出席会议。

本届省运会共有14个项目
分别在我市体育中心、大祥坪体
育馆、邵阳学院及邵东县、新邵
县、邵阳县、武冈市等场馆或赛
点进行比赛。目前，新建场馆市
体育中心“两场两馆”已完成绿
化验收、规划验收、竣工验收和
消防验收，周边路网项目建设
正在按进度快速推进；市内其
他比赛场馆维修提质和器材更
新工作已经完成，相关县市区场
馆设施维修正加快推进。

曹普华强调，全市上下要
高度重视，举全市之力、集全民
之智、倾全民之情，把本届省运
会办成环境最好、服务最佳、规
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富有特色、

生态、精彩的运动会。要发扬连
续作战精神，动员830万邵阳人
民当好东道主、奋战一个月，全
力办好省运会。当前，要高质量
推进场馆和路网配套设施建设，
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确保所
有设施如期投入使用；高效率完
成比赛器材设备和安保设施的
供货、安装、调试；高强度抓好备
战训练，力争取得更好成绩；高
要求做好安全保卫和信访维稳
工作，高水平做好后勤保障服
务，确保为省运会提供一个高效
有序、服务优质的环境。

曹普华强调，要全面压实
责任，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执委会各部门
要通力配合、实现无缝对接；要
切实做好本次省运会的宣传策
划，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宣传，
展示邵阳历史文化、城市文明，
展现邵阳群众良好精神风貌，
提升邵阳知名度、美誉度；要严
格督促检查，做到一天一调度、
天天有进度，确保省运会如期、
安全、有序进行。

十三届省运会筹备工作调度会召开
曹普华出席并讲话

时间无声转动，孕含无尽力量。置身
时代洪流，城市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一日千里。

历史风云际会，城市见证中国。早在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发布该年度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
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
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城市型
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个新的
时代，城市经济占据支配性地位，城市生
活方式成为主导，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
视，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城市精神的塑造
备受关注。

与众多城市一样，在城市化纵深推进
的三十多年间，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狂飚突
进，但对一座具有现代意义，致力追求省域
副中心城市、湘中湘西南中心城市、国家区
域性交通枢纽城市等未来理想的城市而

言，其“躯干”和“骨架”需要倾力打造，而
“神”与“魂”的培育更要用心滋养。

在新型城市化语境下，城市的定义，不
仅仅取决于它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它
强大的文化张力和永续的精神气质。毫无
疑问，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城市精神
的支撑，没有这一支撑，城市化的事业就难
以完成。一个卓越的城市，所依靠的是居住
在城市的人们对他们的城市生活所产生的
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
方的独特情怀。城市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
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
起，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城市共同体的信
念体系，城市的未来将很难想象——它所
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当下的精神状
态，还将充分体现这个城市的历史底蕴和
未来图景。

城市的使命在于创造。长期以来，我

市在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十分重视城市精神的打造。特别是
从 2010 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先后启动
国家卫生城市、全省文明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
至去年我市相继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城市，全面提升了邵阳的城
市形象、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增强了
市民的自豪感、获得感。当下，我市正以
攻坚之势，全力向全国文明城市这块

“金字招牌”冲刺。
在这个推动我市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即将迎来湖南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的举办。这是我市有史
以来首次承办的规模最大、精彩程度最高
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它所承载的内涵丰厚
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必将在推进我市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同时，为
我市的文明创建注入新的活力，“重信重
义、敢闯敢拼、文明开放、求实图强”的城市
精神，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起自高远，指向未来。站在湖湘文明
的中心地带，我们的责任，就是成为浇铸
支点的文明标杆。在这里，我们见证，我们
超越，我们创造无尚的梦想与荣光。

浇铸城市更加恢宏的精神地标
——“办好省运会 建设新邵阳”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
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血脉永续。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南视察时曾深情地说：“湖南
人杰地灵，毛泽东、刘少奇、任弼
时、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
都诞生在这里，我们要弘扬老一
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增强广大
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做
好各项工作。”进入新时代，湖南
这样一片红色土地，如何按照总
书记的指示要求，把毛泽东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传承好，把他们为之奋斗
而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
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
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
量，在精神上、思想上、灵魂上受
到洗礼。传承红色基因，对湖南这片热土上的共产党人来说，
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湖南是毛泽东同志的家乡，为创建中
国共产党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从三湘四水走上历史舞台的共产党人如璀璨繁星、光彩夺
目，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光照日月的贡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在
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点燃的；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
动、桑植起义等，无数革命先辈舍生忘死、向死而生；在湖南
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留下了“断肠将军”陈树湘的壮怀激烈，
留下了“半床被子”的鱼水深情。可以说，一部湖南共产党人
的历史，就是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而前仆后继、英
勇奋斗的历史。 (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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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至26日，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首个比赛项目——气排球比赛将在邵阳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和邵阳学院体育馆举行。我市共有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甲组、

女子乙组四支队伍共40名运动员参赛，男、女运动员各20名。图为8月7日下午，江北

市税务局羽毛球馆内，在教练的精心指导下，邵阳男子气排球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拦

网训练。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