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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朱杰

通讯员 蒋雄飞 谢银） 12 月 10 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分别与
来邵调研的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
总经理黄河、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行长
王顺清座谈，就如何加强企地、银地合
作，深入交换意见，深化合作共识，携
手推进互惠共赢。

市政府秘书长刘永德参加座谈。
今年，市政府与中石化湖南石油

分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
城建投也与中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签
订合作合同，企地关系发展良好。

刘事青说，一直以来，中石化湖南
石油分公司对邵阳地方经济发展十分
关心与支持，邵阳石油分公司在邵发展
态势良好，企业社会责任感强，敢于担
当，运行安全。刘事青表示，邵阳将进一
步强化与中石化的合作，特别是在县域
市场发展、“气化邵阳”等领域寻求更多
的合作机会，推动企地互惠共赢。同时，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安全生产隐患
治理为抓手，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
度，零容忍打击非法加油行为，为企业
在邵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黄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的投资支持邵阳地方经济建设，以更优
更实的政策推动邵阳石油分公司加快建设“中而强”的一流现代综合
服务商，为邵阳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并充分利用易捷便利
销售平台，推动“邵品出邵”，助力脱贫攻坚。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一直高度重视与邵阳的合作，中信银行邵阳
分行落户邵阳后，为邵阳市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扶贫开发、园区建设
等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提供了积极有效的金融支持。

刘事青高度评价了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以及邵阳分行对邵阳地方
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在今年，两级分行在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性债务、产业项目建设方面，给予了邵阳有力支持，情比金坚。
刘事青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银地合作共识，与中信银行在更多领域开
展实质性合作，携手实现发展共赢。

王顺清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邵阳的资金投放力度，全力支持邵
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和扶贫开发，助力产业兴邵和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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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肖山河 陈坤刚） 12月7日，邵
阳雀塘再生资源产业园区二期工地上，
施工队正在紧张施工。近年来，该园区打
破小作坊回收粗加工的传统模式，迅速
转型升级形成绿色生态循环加工产业链
条，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
构，计划将年产能20亿元提升至年产能
超过 100 亿元，成为领航省内的巨大循
环产业航母。该产业园负责人黄卫平介
绍，产业园一期已基本建成，入驻的13家
加工企业有10家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预
计年产值将超过20亿元。二期项目计划
2020年基本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超过100亿元，解决5000人的就业问题。

新邵县雀塘镇是我省著名的再生资
源集散地，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自发形成
并发展壮大，最鼎盛时期注册的再生资源
企业及加工作坊有439家，直接从业人员

达5299人，年销售收入达20亿元。这些企
业、小作坊，为当地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更
多机会，但其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超标
排放，也给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安全埋
下了严重隐患。

“1985 年后，小作坊遍地开花，废
水、废气就地排放，垃圾随处燃烧，经济
作物逐渐种不出来了，养殖业也受到了
影响。”雀塘社区14组村民钟家平说，镇
上的居民都不敢喝地下水，只能从外地
买桶装水喝。

为改变这一现状，彻底治理雀塘镇再
生资源产业污染环境的问题，2015年6月
新邵县人民政府择优与启迪桑德环境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雀塘再生资源产业园
整体开发建设合作协议，在新邵县组建了
邵阳雀塘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于2017年
正式启动，总投资50亿元，占地面积1000
亩，总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园区按功能

布局分为综合服务、交易物流、废旧塑胶回
收利用、废旧金属（家电）回收利用、废纸回
收利用、汽车拆解、产品深加工等七大功能
片区。截至目前，已征地985亩，完成投资7
亿元，建成一期标准化厂房10.5万平方米，
入园企业13家，其中5万台报废汽车拆解
生产线、5条再生塑料改性生产线、4家再
生资源回收企业已投产，实现产值11亿
元，新增税收3500万元。

据悉，邵阳雀塘再生资源产业园近
两年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按照绿
色化、循环化、协同化、高值化的总要求，
构建完整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从
根本上解决当地的环保问题。届时，该产
业园还将引进十余家高端技术型企业入
驻，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转型升级 打造绿色生态产业链

新邵雀塘循环产业涅槃重生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社会氛

围，提升我市良好对外形象，团市委于 12

月10日组织开展了全市公交站台志愿服

务活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市区 343

个公交站台，志愿者在公交站台除向市民

提供志愿服务外，也肩负着劝导不文明行

为的责任。图为志愿者正在搀扶老年乘客

下车。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为提升我市良好对外形象，市文明委倡导各志愿服务队在主要交通路
口、服务窗口、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常态化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图
为12月10日，寒风细雨中，市残联志愿者在路口引导老人过斑马线，倡导
文明交通。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陈敏 摄影报道

志愿服务常态化

精准扶贫相关政策解读 产业扶贫篇（1）

时间：2018年12月9日
地点：洞口县桐山乡椒林村
天气：雨
昨夜8时多，停电了，手机也

没电了，气温零下1摄氏度，山村
的冬夜，又冷又黑。此时，淅淅沥
沥下起了冻雨，打在屋顶上，落在
竹枝上，啪啪啪……心里一阵急，
担心着种下的赤松茸是否被水浸
坏，虽然之前已开了沟，但还是不
踏实。省农科院科技扶贫专家朱
建宇教授前两天还发来微信，告
诉我赤松茸一方面要保湿，同时
要防水浸。

今天早上起来，直奔赤松茸
试验地，之前的沟挖浅了，还是积
了些水。马上喊了老卢，带上锄
头、铁铲，冒雨挖沟。在赤松茸试
验地四周，将沟一铲一铲挖宽挖
深，将弹起的竹片重新插牢加固。
试验地虽不大，但不少村民都满
怀希望看着呢，成功了他们要跟
着种的，所以意义非凡，得用心照
料。忙到 9 时多，终于差不多了，
看着雨水顺着沟流向池塘，也稍
稍放心了。虽然衣服湿透了，但并
不觉得冷，劳动后浑身热乎乎的。
但旁边的山上，碗口粗的南竹被

冰雪压倒、折断的咔嚓声不断传
来，让人心惊肉跳，心痛不已，那
可都是村民的财产啊。天灾面前，
无策可施。

换下湿衣服，开车去找支书，
商量清扫路障、探望行动不便的
贫困村民工作。刚开出不远，碰上
支书骑着摩托车、脸冻得红红地
急急赶来，他也是同一目的。于是
村“两委”与工作队兵分四路，分
赴村里的几个重灾区，带上砍刀，
分头行动。

我和支书、村委会吴秘书、扶
贫队员小封负责长林、望乡、高麻
几个组。一路上，满眼是山上倒伏
下来的南竹，把村道堵得厉害，竹
子上结着厚厚的冰块，绿色的竹
叶被冰包裹着。吴秘书扯住竹子，
支书挥刀砍去，只3刀，竹尾被砍
了下来，竹子没了负重，嗖的一
下，弹了上去，落下无数冰块，不
少掉进脖子里，那叫一个透心凉。

(下转5版)

驻村后的第一场冰雪
——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驻椒林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严柏洪的一则扶贫日记
整理：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廖 军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

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均详见8版）

今年1月，省委书记杜家毫参加湖
南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邵阳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全省加工贸易试验区可
以在邵阳先行先试”。仅过几个月，邵阳
又被正式纳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这对我市来说，既是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更是无比重大的历史责
任。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各级领导的

“一号工程”、产业发展的头等大事和招
商引资的“一号菜单”来抓，举全市之力
推进开放发展，努力在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写下精彩答卷。

要突出重点、精准定位“审好题”。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依托现有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精准确定承接的重
点产业。以彩虹玻璃为依托，着力打造
全球“特种玻璃谷”；在原有的老十大
出口基地的基础上，打造机械工程、电
子信息加工、生物中医药、小五金、发
制品、打火机、服饰箱包、鞋帽及体育
用品、竹木、延季节蔬菜和水果等新十

大出口基地；加快推动智能制造产业
小镇建设，打造智能家电、智能五金、
智能机器人等三大智能制造基地；开
发建设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和南山国
家公园，打造生态旅游示范区。

要干在实处、精心施策“破好题”。
立足我市民营企业占比90%以上的特
点，学习浙江县域经济和特色小镇的发
展，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
措施，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对外开放
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快口岸建设，
推进保税改革，建成一批保税仓和出口
监管仓，开通国内和东南亚国际班列联
运；完善配套措施，在湘商产业园建设、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迎老乡回家乡创业
发展等政策基础上，完善用工、社保、融
资、简政、减费、环境等配套措施。

要高位推动、全员发动“答好题”。
在全市广泛开展“我为承接产业作贡献”
活动，制定好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和

“路线图”，努力抓好产业发展。加快园区
平台建设，打造以邵阳经开区为核、沪昆

高速沿线为带、9县市区湘
商产业园为点的“一核一
带多点”沪昆高速百里工
业走廊，整合市区、邵东、
新邵经开区，争创国家级
经开区；通过打通与东盟、

东南亚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发挥长驻东
盟邵商作用，共建工业园区，促进货物、
人员、资金往来，深度参与东盟全方位区
域合作，在邵东打造精品五金德国工业
园，推动邵阳经开区与广州开发区战略
合作、中国科技开发院与市政府合作建
立成果转化基地及双创中心等，支持异
地邵商回乡在市区建广州工业园、在武
冈建浙江产业园等特色园区；与法国圣
戈班、SGD，德国肖特，日本旭肖子、板肖
子等世界特种玻璃龙头企业开展广泛
合作，大量引进下游加工企业，打造特种
玻璃上下游全产业链。在承接产业转移
中，组建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和强有力的
专门工作班子，迅速启动，层层推进，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时代风云际会，历史阔步向前。让
我们无问西东、不负芳华，在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谋在新
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不断创造开
放发展的灿烂前景，推动邵阳高质量
发展的航船“直挂云帆济沧海”。

举全市之力写好示范区建设精彩答卷
——三论加快推进我市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本报评论员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应知应会（1）
（均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