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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市区建成区面积扩
大到75平方公里，是1978年的4.5倍；市
区常住人口增长到77万人，是1978年的
5倍；城市道路总长达560公里，是1978
年的9.8倍；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36平
方米，是1978年的10.1倍；城区绿地面
积2500公顷，建成区绿地率33.8%，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2.8平方米，分别是1978
年的8.1倍、4.1倍、4.3倍……

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市城市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40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持续有力推进，
我市中心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品位
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有着 2500 年历史的宝庆
古城已然变成更高、更大、更美的现代
化魅力新城。

规划引领，城市布局更趋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先后进行了四
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城市规划从无到
有，从粗放到精细，从总体规划到体系
规划，从单一规划到多规合一，形成了
较为科学完善的城乡规划体系。

近年来，按照城市总体规划，我市
大力实施“东进、北拓、西联、南延”的发
展战略：“东进”宝庆新城，打造城市先进
制造业集聚区和国家级开发园区；“北
拓”江北新城，无缝融合新邵县城，打造
生态环境优美、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城
市新区；“西联”资江新城，适度拓展城市
功能，并重点加强城区西部与隆回县、邵
阳县之间的交通与经济联系；“南延”体

育新城，发展城市配套综合功能。

以路为纲，交通效能快速提升

1978年前，邵阳城区仅有红旗路与
东风路为干道主轴，城区格局呈现狭窄
的“一”字形，道路大多分散分布，互不
相连。改革开放后，我市积极推进城市
路网建设。1999年，西湖桥竣工通车，
邵阳“半壁城市”随即成为历史，以资
江、邵水为界“两江相汇、三足鼎立”的
城市格局逐步形成；2008年，18公里长
的邵阳大道全线贯通，标志着市区以邵
水、资江沿河拓城向以路为轴心发展转
型，城市发展面临全新的契机。

近年来，我市加快城市扩容，突出
以“邵阳大道、西湖路”为主轴、“一环、
二环”道路为城市内环、“三环城市快速
路”为城市外环、“七纵十横”为干线的
城市骨架路网。全面新建或改造了东
西南北四个高速出入口和连接线，相继
拉通世纪大道、昭阳路等 52 条城市主
次干道，打通大祥立交桥、五一南路延
伸段等12条断头路，建设学院路二期、
白马大道等10条骨架工程，雪峰桥、桂
花桥正式通车，高标准提质改造城区主
干道 80 余公里，城区道路全部实现白
改黑；改造小街小巷 367 条，基本建成

“环网相连、节点畅通、高效便捷”的城
市道路网络。

建设提质，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市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
心等一批重大城市功能设施相继建成

并投入使用，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改革
开放以来，我市在城市扩容的同时注重
城市提质，不断加大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新建或改造了桂花渡水厂、城西水
厂、工业街水厂、洋溪桥水厂等四座水
厂，市区日供水能力达到了51.5万立方
米；气化邵阳全面推进，市区燃气普及率
达到97.75%；建立了覆盖城区的生活污
水处理体系，新建洋溪桥污水处理厂等
三座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置中心，日处
理能力合计20万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
率达91.2%，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先后对“两塔”“四点”“七路”“八桥”实施
景观亮化，打造古城亮丽风景线。

绿色发展，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针对城市绿化
总量严重不足的现状，集中力量加快城
市绿化建设。全面建设资江、邵水两江
两岸和红旗河风光带，构建资江、邵水多
功能绿化体系，打造中心城区生态走
廊。狠抓林荫街道、特色街区打造，建设
邵阳大道、世纪大道等城市绿化精品工
程，城市道路绿化率达100%。相继建成
城南公园、双清公园等10个大型城市公
园绿地，启动北塔公园、爱莲池公园等新
绿地公园建设，建成小游园14个，基本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下转3版）

扩容提质，绘就古城新画卷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城市建设成就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范志超 邵阳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贺 旭 艳 通 讯 员 陈 筱 梅）
根据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文件，全省
共有 10 名残疾人被评为 2018 年
度湖南省“最美阳光致富带头人
（示范户）”，90 名残疾人被评为
“百名阳光致富带头人（示范
户）”，我市共有六位残疾人名列
其中。

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残疾
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新成效，涌
现出一批时代特征鲜明、事迹感
人、影响广泛的残疾人阳光致富
先进典型。此次省残联、省扶贫
办联合开展的湖南省 2018 年度

“百名阳光致富带头人（示范户）”
的评选活动，旨在营造全社会关

心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良
好氛围，树立“自强自立可敬、自
主脱贫光荣”的鲜明导向，激发
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经申报推荐、筛选初审、公
众投票、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
产生了最终名单。其中，我市
新宁县小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伍换香被评为 2018 年
度湖南省“最美阳光致富带头
人（示范户）”，绥宁县自强福利
服装厂创办人龙景和、隆回县
富民养殖场法人钱书柏、邵阳
县 黄 亭 市 镇 重 阳 村 村 民 杨 小
毛、邵东县九龙岭镇桥头冲村
村民郑伯平、绥宁县长铺子苗
族乡在坡村村民刘文忠被评为
2018 年度湖南省“百名阳光致
富带头人（示范户）”。

自强自立可敬 自主脱贫光荣

我市六名残疾人获省级表彰

邵阳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饶群） 11 月 2
日15时，大祥区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了一起涉恶案件。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百余
名干部及群众参加了旁听。

庭审查明：2014 年年初至
2018年5月，呙某等10名被告人
因法制观念淡薄、逞强斗狠，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提供场
所，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设置
赌具并组织赌博活动；持凶器恐
吓并随意殴打他人，损毁他人财
物；采取拘押等强制方法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

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
人均认罪悔罪。休庭合议后，该
案当庭宣判，分别对10名被告人
判处5个月拘役至4年有期徒刑
不等的刑罚。

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大祥区人民法院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法院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各项部署，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依法惩治黑恶势力，
坚决把每一件案件都办成经得
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全力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

大祥区宣判一起涉恶犯罪案件

邵阳日报11月 4日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刘锦纯 吴忠俊）
11月2日，双清区石桥街道白马村开展

“学思想、访民情、真帮扶、兴乡村”作风
建设主题实践活动，学习习近平关于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并畅谈脱贫攻
坚工作感想。

10月份以来，双清区扎实开展“学思
想、访民情、真帮扶、兴乡村”作风建设主
题实践活动，并将在广大农村地区学习
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及精准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等列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
要内容，让全区党员干部深学笃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基层
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助力推动
乡村振兴和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目前，学习宣讲活动已在该区全面
展开。不少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表示，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
新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
最有力的武器和制胜法宝，将认真贯彻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精
神，坚定信心决心，深入开展作风建设
主题实践活动，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决策
部署落实落地。

双清区扎实学习宣讲习近平精准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学好思想，用好致胜法宝

11 月 1 日，邵

阳县组织 28 名新

闻和文艺骨干到白

仓镇塘代村，进行

新农村建设暨扶贫

攻坚工作新闻采访

和文艺采风活动，

旨在通过典型推

荐，为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传播经

验、提神鼓劲。图

为采访采风人员在

参观全省最大的村

级光伏发电站——

白仓镇塘代村光伏

发电站。

通 讯 员 唐 东 风

唐冰之 摄影报道

（上接1版①）
我市加大了对工业企业研发的投

入，建设和升级了一批研发机构，工业
研发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市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72 家，今年申报
32 家，年底预计达到 104 家。省级技
术中心总数达13家，今年申报1家，年
底预计达到 14 家。博士后流动站总
数达 7 家。邵阳经开区国家级中小企
业孵化基地通过了国家工信部的复
审，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即将成为第
二个示范基地。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

“基于互联网的轻工行业智能装备‘双
创’共享平台的两个方向被评为 2018
年省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

目。今年，我市德沃普电气、广信科
技、漆雕氏制造等三家企业通过省经
信委新材料认定，明珠集团等三家企
业获得 2018 年湖南省制造强省专项
资金重点新材料产品首批次应用示范
奖励，宝东农牧获得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科技攻关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项目支持，神怡医疗
器械等 5 家企业列入省“百项重点新
产品推进计划”。

我市成立了快速加工中心，实现研
发设计全面数字化，帮助企业缩短了创
新周期，提高了设计质量，降低了生产
成本，推动了全市智能制造水平的有效
提高。邵东县将与相关研发机构共建

创新型实验室，服务五金工具、箱包服
饰、印刷、打火机等产业的智能化生产
制造、品牌化建设、新工艺新技术的研
发设计。引导三一湖汽、德沃普电气、智
多福箱包等制造业利用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着力发展以
自动控制方式、人机智能交互、系统综合
集成等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其中
三一湖汽将其信息化业务系统接入工
业互联网平台；德沃普电气引用锐科机
器人最新智能网络化工厂的构建理念，
建立起智能网络化工厂。永吉红包和
绥宁贵太太被评为省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和“示范车间”，实现我市智能制造

“示范企业”“示范车间”零的突破。

（上接1版②）
艾方毅介绍，2016 年，洞口

县在县乡两级换届时，对党代表
及“两委”委员在“八联审”的基
础上，形成部门“十二联审”，全
面做到代表、委员资格审查覆盖
无死角，并派出考察组进行充分
考察，确保了代表、委员队伍的
干净纯洁。同时，利用党校主阵
地，在每年的青干班等主体班培
训中，突出抓好青年干部思想政
治教育，进一步强化青年干部党
性修养。

注重拓宽选人视野

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上，
如何拓宽视野？艾方毅介绍：

“总体来说，县级层面应注重从
纵向和横向也即时间和空间两
个维度进行拓展。”在时间这个
维度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应
按照中央、省、市的要求，既着
眼当前需要，更考虑未来 5 年、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制订全县
优秀年轻干部长远规划，重点
培养和使用一批“80”后正科级
干部，发现和掌握一批“90”后
优秀年轻干部，作为科级后备
干部培养。在空间这个维度，
把握的重点主要是距离远近。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既要注重
培 养 选 拔 机 关 的 优 秀 年 轻 干
部，也要注重培养选拔乡镇的
优秀年轻干部，还应当将眼界
放宽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
个行业，努力发现“千里马”，造
就“万马奔腾”的人才效应。

2016年，洞口县拓宽选人视
野，在事业单位、村（社区）干部、
大学生村官中公选了 13 人进入
乡镇领导班子，其中年轻干部占
比达 80%，为乡镇班子注入了新
鲜血液。

注重多加磨砺锤炼
好的干部需要经过反复淬

炼，不经过磨炼的干部，无论决策
还是抗压都是难以担当重任的。

艾方毅认为，对于进入培养
选拔视野的年轻后备干部，要敢
于压担子，练筋骨。基层是个

“大熔炉”，要适当将他们放到基
层一线等艰难困苦的岗位上进
行磨炼，让他们参与脱贫攻坚、
环境整治、信访维稳、重点项目
建设等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中
不断得到培养和锻炼。要让他
们做到心存忧思、脚底沾泥，多
深入农村调研，多接触基层群
众，多倾听群众呼声，知群众之
所想、所急、所盼，为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充分练好群众工作本
领，为以后走上领导岗位打下坚
实基础。

洞口县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时，将乡镇工作经历摆在重要一
环，一般要求必须具备三年以上
乡镇工作经验才能提拔重用，且
对其大都按照偏远山区乡镇—中
等乡镇—大乡镇—县直机关锻炼
的成长模式进行异动，确保年轻
干部能够得到充分历练。

注重适时提拔重用

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用干
部就要用到其时，在其精力最旺、
想法最新、干劲最足的时候将其
用起来，才不至造成人才浪费。

艾方毅认为，在年轻干部的
培养选拔上，如果发现他们中某
些人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了，具备
独当一面的才干时，就要敢于提
拔重用，就要放手让他们到重要
岗位去历练，这样更助于年轻干
部成长。

艾方毅介绍，洞口县在今年
群团组织换届中，对县妇联主席、
团县委书记这些正科实职岗位，
均大胆推荐启用了肯担当、敢作
为、对党忠诚的“80”后年轻干部，
获得全县干部群众好评。“当然，
提拔重用年轻干部也不是无节
制、想用就用，必须严格按照程序
来，绝不能搞“火箭提拔”等违规
违纪之事。”艾方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