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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位于邵阳经开区的湖南韦
全集团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一期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加紧生产，赶制订单。5月底
正式投产的韦全集团，将依托现有的SMT
贴片、液晶显示屏等5条生产线，年内实现
产值1.5亿元。与此同时，项目二期建设加
速推进，预计年内可实现部分投产。

韦全集团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是我
市电子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缩影。近年
来，我市以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和基地为载
体，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核心企业为龙
头，以产业链为纽带，致力将邵阳建设成为
湘西南初具规模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
地。截至目前，我市共拥有电子信息制造
规模企业57家，其中产值过亿元的电子制
造企业11家。2018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
实现销售收入102亿元。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计划（2018—
2020年）明确，坚持“三园区、五基地、五专
项”发展战略，即重点建设邵阳经开区电子
信息产业园、邵东电子信息科技园、新邵资
江科技园等3大园区，以及洞口县、隆回县、
邵阳县、武冈市、新宁县5个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努力培育并形成有特色的新型显示
器件、智能硬件、新型能源、“互联网+服务”
和物联网应用产业等5个专项产业。

去年以来，我市按照“一谷（中国邵阳
特种玻璃谷）、三园、五基地”的发展思路，
加速电子信息专业园区建设，促进一批产
业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逐步形成电子
信息全产业链。2018年，全市在建电子信
息产业重点项目 14 个，累计完成投资
28.3亿元；年内竣工投产项目7个，完成投
资16.9亿元。

随着一批产业重点项目相继投产，我
市“一谷、三园”建设不断壮大。其中，中电
彩虹（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建成全球首
条G7.5溢流法高铝盖板玻璃生产线，打破
了国外对高端锂铝硅玻璃的市场和技术垄
断，并启动“中国邵阳特种玻璃谷”项目建
设，致力打造超100亿元的产业链；总投资
2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投产，
项目二期正加速建设，力争对上下游企业
进行招商，在邵阳经开区形成电子信息全
产业链发展；邵东电子科技园成功引进显
创光电、群辉光电等8家企业，其中5家已
投产，3 年至 5 年内，园内电子信息产业年
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新邵资江科技园建
设稳步推进，建成7条自动化生产线以及配

套设备，可实现产值3亿元至5亿元。
如今，在电子信息专业园区带动下，在

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引领下，我市中小微电
子企业发展迅速，遍地开花，成为推动全市
电子产业发展的新力量。其中，2018年，湖
南群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英联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普菲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产值分别达到4039万元、4075万元、3070
万元，迅速成长为规模企业；洞口麒鸿电子
有限公司2018年实现产值约5000万元。

根据我市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计划，预
计到2020年，我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
企业数量达到80家以上，年产值超过10亿
元的企业2家，超过5亿元的企业6家以上，
电子信息产业业务收入突破200亿元。

我市坚持“三园区、五基地、五专项”发展战略

蓄力三年打造2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肖林 陈旻阳 实习生 吉聪慧

6 月 24 日，位于新邵县龙溪铺镇的金
圣斯集团邵阳市国辉箱包有限公司厂房内
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箱包
发往广东、浙江等地。

公司董事长李国平做过篾匠和木匠、
学过武术、开过武馆。26岁，他踏上了前往
深圳打拼的征途，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
32岁，他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年均产
值达5000万元。2018年，47岁的他为了帮
助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变卖房产，投资2000
余万元，将工厂迁回“家门口”——新邵县
龙溪铺镇大竹村，让在此工作的贫困户每
月能领到2000元至5000元的工资。

打拼：务工多年“转身”创业

“大竹村里山地多，出门耕作就爬坡，手
脚并用攀山顶，稍不用心翻跟头······”在交
通闭塞、耕地稀缺的省级贫困村大竹村，曾流
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出生于此的李国平，初
中辍学后学过篾匠、木匠手艺，学过武术、开
过武馆，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困境。

1997年，家庭贫困的李国平踏上了南下
打拼的征途。刚到深圳，他进入一家手袋厂
务工，一干就是6年。这6年，李国平肯学肯
干，先从员工做起，后来做组长、主管，再到
厂长，不仅学到了技术，还攒下了1万多元
的积蓄。

2003年12月，李国平凭借扎实的技术
和良好的信誉找到了合伙人，在广州市白云
区太和镇找到一栋厂房，开办了一家手袋
厂。由于资金匮乏和管理经验不足，工厂在
前三年一直没有盈利，合伙人见工厂效益不
好便选择了退出。李国平却锲而不舍独立
苦撑，直到第五年才开始实现盈利，从此工
厂慢慢步入正轨，平均年产值约5000万元。

转变：将工厂办到“家门口”

在广州太和办厂的前几年，李国平很
少回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经营和管
理中。2013年开始，由于父亲年老多病，李
国平回家的次数多了。他了解到家乡还有
相当一部分家庭的劳动力因为要照顾老人
和小孩，无法外出工作导致经济困难。

是不是可以把工厂搬回家乡来办？经
过一段时间的考虑，2017年11月，李国平做

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家办厂，让更多乡
亲能在“家门口”就业。

说干就干。2018年1月，李国平在家乡
的工厂破土动工了。期间，因为资金困难，
李国平变卖了房产，投入所有的积蓄，在生
意合作伙伴黄辉古的支持下，开始了厂房
建设，一栋占地面积近800平方米、能容纳
500余名工人的4层厂房于去年12月建成，
金圣斯集团邵阳市国辉箱包有限公司正式
开业投产，为附近乡村剩余劳动力带来了
就业的福音。

村民：就业不用去远方

该公司投产后主要生产各类背包、电

脑包，年生产箱包能力达100万个左右，预
计年产值可达 8000 万至 1 亿元。目前，该
公司拥有员工 200 余人，其中 60 余人为当
地贫困村民，普通工人每月工资2000元至
5000元不等，技术工人每月工资3000元至
8000元不等。

李德华是大竹村的村民，自李国平创业
以来一直在他的公司上班。如今公司开到
了家门口，她的丈夫也有了更好的就业机
会，进公司当起了司机。如今下班只需走10
分钟的路便可到家，既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
家庭，收入也有了保障，与之前在广州只有
过年过节才能回家相比，李德华坦言：“在家
门口工作的幸福感是在外边无法比的。”

工厂挪进“穷窝” 乡亲打开“富门”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夏毅泉）
6月19日下午，记者走进邵
东县五金科技产业园。在
邵东县远洋五金工具机械
有限公司老板李旺喜的办
公室里，只见“湖南省著名
商标”“优秀民营企业家”

“纳税大户”等一块块金光
灿灿的牌匾占据了整整一
面墙。李旺喜感激地说：

“感谢邵东县农村商业银行
对我的支持，没有他们就没
有远洋五金的今天。”

1999 年，计划开厂做
五金生意的李旺喜因缺乏
启动资金，找到了当时的邵
东县仙槎桥信用社。在李
旺喜缺乏抵押物的情况下，
该信用社主任和信贷员通
过村组走访了解，综合分析
后，决定给其发放5万元的
信用贷款。凭借这份信任
的力量和 5 万元信用贷款
的支持，李旺喜的生意越做
越好。2014 年底，公司急
需转型升级，资金短缺的李
旺喜再次想到了由信用社
改革而成的邵东农商行。
该行为远洋五金量身定制
了信贷支持计划，并发放了
150万元贷款，助其快速发
展成长为邵东五金行业的

“明星”企业。

近年来，邵东农商行创
新推出“两进两促”（进园区、
进企业，促融资、促发展）的
工作模式，主动上门了解园
区企业的实际困难，并加大
对园区内企业的信贷投放
力度，助力企业纾危解困。

邵东县五金科技产业
园是邵东县委、县政府主导
创建的特色县域（金属工具
制造）重点项目，该产业园
于 2016 年 12 月启动，总投
资 30 亿元，确定招商入园
企业 32 家，其中 27 家企业
已开工建设，5家企业已正
式运营投产。

邵东农商行信贷部工
作人员深入五金科技产业
园了解经营者的实际情况，
发现园区内的企业在经过
新建厂房、搬离老厂房、购
买置换新设备后，几乎都面
临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
而且，由于园区内的企业缺
乏向其他银行贷款的抵押
物，无法进行担保贷款。该
行积极研判市场形势，创新
工作思路，为该产业园内的
企业“量身定制”了贷款计
划，及时发放了担保贷款。

截至2019年5月底，该
行累计为邵东县五金产业
园企业发放保证担保贷款
6140万元。

邵东农商行

“两进两促”助企解困

“你看，流进我这蛙池
里清澈的活水，是从山上
引来的山泉水，水质好，无
污染。”6 月 20 日，在隆回
县羊古坳镇羊古坳居委会
8组的美蛙养殖场内，养殖
户王远阳正在向前来参观
取经的客人介绍美蛙养殖
情况。

王远阳大学毕业后在
广 东 打 拼 了 十 余 年 ，于
2017 年下半年返回家乡，
投资 20 余万元，租赁 30 余
亩土地发展稻鱼蛙种养。
经过一年多的立体养殖实
践与经验摸索，他成了当地
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我们当地以前没有人
养殖美蛙，我首批建起了4
亩多地的美蛙养殖场，修建
了十多个养殖池。美蛙基
地实行高密度养殖，蝌蚪、
幼蛙、商品蛙等分开养殖，
一年能产两批，从产卵到销
售仅需5个月左右时间，每
亩收入可达 5 万多元。”谈
起美蛙的市场前景，王远阳
很乐观。他说，一是美蛙营
养价值明显高于牛蛙，消费

者喜欢；二是产品不愁销
路，当地一般每公斤售价
40 元，长沙等地的大酒店
与基地建立了供销关系，直
接来养殖场运蛙每公斤批
发价在35元左右，“我初步
预算了一下，今年可岀产商
品蛙 5000 公斤以上，仅岀
售美蛙一项创收可达20多
万元”。

“我从事美蛙养殖，一
切从零开始，一边通过网络
学习养殖技术，并从外地引
种拜师取经，一边通过实践
摸索，最终掌握了养蛙的水
质、疾病预防、温度、活水养
殖等四大关键‘秘诀’。”谈
起养殖技术，王远阳讲得头
头是道。

站在蛙声如潮的养殖
场内，王远阳信心满怀地
说：“现在实施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我要利用自己所
掌握的技术，带动周边更
多的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养
殖美蛙，免费为他们提供
技术指导，成立美蛙养殖
合作社，抱团拓宽销路，带
富一方群众。”

清泉濯出“美蛙梦”
通讯员 贺上升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绥宁县税务局组织青年税务
志愿者来到绥宁县长铺镇二小开展“减税降费，送税
法进校园，青年在行动”活动。图为志愿者在为学生
发放税法知识读本。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王丹 陈怡梦 张诗涵 摄影报道

▲中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

▲李国平（左）指
导员工缝制箱包。

▶工人们正在赶
制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