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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蒋岳峰 实习生 徐文情

坐落于邵东生态产业园的湖南亿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互联网核
心理念创办的创新型高科技软件服务公
司。上月，该公司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邵阳决赛“铜翼奖”。

34岁的公司创始人匡振博是个土生
土长的邵东伢子。2006年，匡振博从哈尔
滨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毕业。毕业前，他已
经进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并用

三年半的时间，从一个基层员工做到项目
经理。此时，匡振博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辞职加入自主创业的大军。

“创业之路充满艰辛，我吃过不少苦
头，走过不少弯路。可是我骨子里有着邵
东人敢闯敢拼的那股劲，经过慎重考虑，
我决定利用自身专业和技术的优势自主
创业。”匡振博说。

2009 年，匡振博在广西南宁注册公
司，为一家蔗糖生产加工企业提供数字技
术服务。前期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成熟的
平台，项目做了 3 年没有很大的进展，这
让公司陷入了僵局。

“一个300多万元的项目，我们请了8个
工程师在做，花了3年时间却没做成，这对我
们团队是个很大的打击。”匡振博说，尽管如
此，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理清思路重新搭建
平台，找出系统存在的问题继续研发。终于
在两年后，这个项目成功交付使用。

做这个项目匡振博不仅没有赚到钱，
还亏了不少。但他不认为这是种遗憾，“其
实不亏，我们赚到了经验和教训。”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邵东人。”2015
年初，匡振博回到邵东创办湖南亿智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他将市场定位在为各大中型企
业、学校、医院等机构提供一体化定制开发
服务，通过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开发定
制各类APP，生产制造信息管理平台。如今，
公司已经将经营业务扩展到40多个行业。

匡振博说，全国有数百万家商户，但
是使用信息化管理软件的很少，很多还停

留在人工分析、手动造表的层面，数据无法
及时更新，信息获取滞后，影响企业发展。
在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使用信息化管理
软件系统来管理店面、获得企业最新财务
状况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亿智科技已经为500家企业实
现全面信息化管理，今年还将完成400家
商企信息化建设，目标实现 1000 万元产
值。公司计划在2年内完成双软认证和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3年内实现年产值2200
万元左右，年增长保持在50%以上。

“公司已经在全国 13 个省市设立了
代理点，并建立办事处，培训员工实际操
作能力，为企业提供上门服务。不但能更
好地解决企业技术难题，还间接带动软件
操作人员就业。”匡振博介绍道。

公司发展得如此之快，离不开技术支
撑。工业4.0智能制造与产业升级、强大数
据分析+云计算支撑、高效处理海量数据
构建流数据的实时分析，这些都是公司的
技术标签。公司5人组成的技术研发团队
掌握 10 项软件著作权，还有十余项软件
著作权正在受理中。

“未来我们将努力通过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最新技术帮助传统企业提升智能化
水平，推动传统产业由‘机械化制造’向

‘智能化制造’转变，帮助他们率先迈入工
业4.0时代。”展望未来，匡振博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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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智科技：信息化引擎助企业笑傲工业4.0时代 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
洁 刘 茜 实习生 郭 颖
梅） 8 月 22 日，邵阳经开区
组织召开中国工商银行邵阳
分行与园区企业对接座谈会，
让企业与银行面对面接触，畅
通金融服务渠道，推动园区企
业快速发展。

座谈会上，与会的 12 家
企业介绍了各自发展情况、对
融资的需求，同时呼吁金融机
构优化服务、简化程序，为企
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并参照
长沙等地，适度开辟绿色通
道，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
项目，呵护中小微企业发展，
最终实现银企双赢。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邵 阳 分

行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近 年
来，该行累计对邵阳经开区
相 关 企 业 发 放 贷 款 8.6 亿
元，有力支持了邵阳经开区
基础设施建设。该行正在邵
阳经开区新建一个网点，为
企业提供更便捷、优质的贷
款、融资服务，预计 10 月开
始运营。下一阶段，该行还
将就解决企业资金增值最
大化、资金供给最大化、融
资成本最低化、服务多元化
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确保
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邵阳经开区已
先后3次举办银企对接会。在
此基础上，不少园区企业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获得了银行的
贷款、融资支持。

邵阳经开区组织召开工行与园区企业对接座谈会

平台搭线 银企对接

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通讯员 黄倩文） 近年来，
中国农业银行隆回县支行紧
盯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农
村光伏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
成效。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
放“光伏贷”5000 多万元，先
后支持全县1250个贫困户建
起太阳能发电站，促使一大批
贫困户利用太阳能发电“赚
钱”，实现了增收致富。

“光伏贷”以终端贫困农
户为主体进行融资，每笔贷款
金额不超过5万元，贷款期限
不超过 15 年。而光伏发电则
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
特效应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
能的一种技术。光伏电板的价
格一般在 2000 元左右，要达
到预定的发电目标，至少需要
10 块光伏电板、约 2 万元，有
的农户无法一次性拿出足额
的资金。农行隆回县支行及时
排民忧、解民愁，对贫困农户

发放“光伏贷”予以支持，助力
全县光伏发电新型产业发展。

该行成立了“光伏贷”拓展
小组，安排专班负责“光伏贷”的
调查和发放工作。客户经理深入
各乡镇走街串巷，重点摸排，精
准筛选，主动走访调查光伏安装
企业，根据企业实力、安装进度
等，择优筛选，及时与安装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为农户光伏发电
提供实打实的支持，使全县182
个光伏发电站相继建成投入运
行，一大批贫困户从中受益。

“光伏发电给我带来了三
大好处：一是发电电价享受国
家补贴；二是满足了我家的用
电需求，节约了家庭生活成
本；三是每年能给我家带来
6000 多元的发电收入。每天
坐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清洁能
源带来的实惠，这是打着灯笼
都难找的美事啊！”最先受益
的贫困户刘正军的一席话，道
出了许多贫困户的心声。

“光伏贷”助农增收致富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蒋圆媛

实习生 徐文情

8月，国家税务总局邵阳
市双清区税务局迎来新机构
挂牌后的首个征期。该局以征
管体制改革为契机，坚持“机
构改革，服务先行”，持续深入

“放管服”，不断优化纳税服
务，进一步增强纳税人满意度
和获得感。

一厅+一窗，办税效率更高

“真的更方便了！”8月20
日，双清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前
台，正在为企业代理税务登记
业务的税务代理人张女士赞
叹道。谈到办税的变化，她说：

“以前我给企业代理税务登记
业务，法人身份证、工商营业
执照等资料我都要准备两份，
一份交给国税，一份交给地
税，跑完国税再跑地税；现在
我只要准备一份资料，进一个
办税大厅，取一个号，就可以
一次性把业务搞定。”

为持续帮助纳税人减负，
双清区税务局根据工作实际，
在一厅通办的基础上，整合办
税流程，将原先需要重复递交
资料的事项进行合并同类项，
对日常事项涉税资料的报送
进行简化，真正让纳税人做到
只要进一个厅、取一个号、送

一套资料，就能把业务办好。

专业+规范，办税标准更高

“我们公司这笔工程款需
要预缴增值税几个点，那城建
税还有教育费附加呢？”8 月
14 日，邵阳市有能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有能在双
清区办税服务大厅咨询相关
业务，工作人员为其详细解
答。听完之后，李有能露出满
意的笑容：“我们做项目工程，
牵扯到不同的税种，要咨询不
同的税务部门。现在国、地税
都是一家了，只要到咨询台一
问，心里就都清楚了。”

为应对新机构合并后业
务咨询量增加的问题，双清区
税务局每周定期组织人员开
展培训，并实行“一带一帮”，
让原国、地税业务人员互相交
叉帮助学习国、地税业务，不
断提升办税服务人员的业务
能力，并要求做到“心里懂政
策，有问必能答”。该局还升级
了办税大厅导税台功能，除了
提供基础的政策咨询服务外，
还提供各类税费业务咨询、办
税资料审核、表单填写辅导等
个性化前置服务。通过多措并
举，真正做到政策解读一个口
径、业务咨询一次解答、执行
标准一把尺子，让纳税人的涉
税问题和需求都能在第一时
间得到响应。

双清区税务局首征期运行多项便利显现

升级办税体验 畅享改革“红利”

邵阳日报8月22日讯 （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肖团结） 8 月 21 日清晨，
在绥宁县武阳镇桐木村一个名叫“看牛
坪”的峡谷里，120多头梅花鹿探头探脑地
从两边的密林深处踱到谷底，采食主人送
来的沾着露水的牧草。

在特色养殖盛行的今天，这个梅花鹿
养殖基地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不仅是一
个“聚宝盆”，更是一块“感恩地”。

绥宁武阳曾经是抗日战争最后之战
——雪峰山会战的主战场之一。自 1945
年以来，在武阳桐木村，世世代代流传着
一个有关梅花鹿的动人故事——

侵华日军在绥宁关峡梅口遭受我军
重创之后，变得更加丧心病狂，所到之处
全部实施“三光政策”。日军途经桐木村
时，一路追杀村民。该村的黄姓族长急中
生智，将自己驯养的一头梅花鹿故意遗失
在看牛坪谷口。日军追击到此，见一头梅
花鹿怡然自得地在山脚吃草，料定村民已

经走远，无法追上。于是，日军枪杀了这头
梅花鹿，饱食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而躲在
看牛坪一带的村民得以幸存。

当年那位驯养梅花鹿的族长，就是黄
更生的曾祖父。1971年出生的黄更生，儿
时每每听到长辈说起这个故事，总会对美
丽的梅花鹿心生感激。小小年纪的他憧憬
着，长大要在看牛坪养一大群梅花鹿，让
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永葆安宁和谐。

上世纪90年代初，中专毕业后进入绥
宁县罐头厂上班的黄更生毅然辞职投入商
海。2009年，38岁的他回到家乡看牛坪，创
办了“山外山梅花鹿养殖场”。眼看着从吉
林引进的28头梅花鹿茁壮成长并将进入
繁殖期，2011年的一天，一颗9吨重的回收
卫星坠落在鹿场附近。这是历史上坠落在
绥宁的最大一件人造天体，巨大的地表震
动，让圈养的梅花鹿不顾一切突破围栏四
处逃逸，黄更生多年的心血瞬间化为泡影。

“有梦，就要追寻！”黄更生说。两手空

空的他再次筹集资金，着手重建梦中的梅
花鹿养殖场。

又是 7 年风雨过去，黄更生的“山外
山梅花鹿养殖场”成了湘西南一带小有名
气的鹿产品基地。获悉黄更生创建鹿场的
初衷，看到这里的梅花鹿为了防震全部穿
着厚厚的“棉鞋”，游客们总是唏嘘不已。

“没办法，我们绥宁是人工天体重要
的回收和坠落基地，不给梅花鹿穿‘鞋’，
根本没办法饲养下去。”黄更生介绍道。

目前，黄更生正在努力实现从经营鹿
产品到经营森林旅游的转型。他一脸严肃
地说：“我的真正梦想，是要建设一个没有
杀戮的梅花鹿养殖场。人们来到这里，不
是想着吃鹿肉、喝鹿血、割鹿茸，而是亲近
自然，与鹿为友。”

梦想建一个“没有杀戮的梅花鹿养殖场”，养殖场主黄更生

欲转型发展森林旅游，邀您——

走进深林 与鹿为友

匡振博向外商介绍公司产品

位于邵阳经
开区的亚洲富士
电梯是一家集电
梯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和安装
维保于一体的股
份制企业，总占
地 面 积 200 亩 。
自今年 1 月正式
投产以来，该公
司运行良好，预
计年产值将达 5
亿元以上。图为
8 月 21 日，该公
司员工操控机械
臂在自动化生产
线上工作。

邵阳日报记
者 罗俊 实习
生 徐文情 摄
影报道

黄更生在密林深处饲养的梅花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