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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实习生 闵苗苗） 近日，记者从市
财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财政
收入顺利实现省定“过半”目标。上
半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70514
万元，增长5.28%，高于省定增幅4％
的目标，全省排名第5位。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及正确领导下，全市财政工作

坚持以市人大批准的预算为目标，以
省定增幅为基准，培植财源，狠抓收
入，合理支出，严管绩效，财政收入稳
步增长。1月至6月，全市地方税收
收入完成 290495 万元，同比增长
6.9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完成 815563 万元，同
比增长 5.67％。全市
地方收入中税收占比

61.74％，比上年同期上升 0.96 个百
分点。

在上半年实现省定“过半”目标的
基础上，下一步，市财政局将严格落实
做实地方财政收入决策部署，坚持减
税降费和强化税收征管两手抓，确保
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科学统筹财力，强
化“三保”和重点支出保障；以防范风
险为重点，加大攻坚力度，扎实做好财
政各项工作，确保全年预算任务完成，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我市顺利实现财政收入过半
上半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70514万元，增长5.28%

【引言】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

勤的劳动来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围绕焕发劳动热情、
释放创造潜能进行深刻阐述，为形成
尊崇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氛围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一个个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命运、推
动时代进步的感人故事，串联起人民创
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生动画卷。
【故事一】挥洒汗水，换来幸福生活

两层小楼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
净，女儿的书本在桌上叠放得整整齐
齐……看到这些，56 岁的范勇觉得，
幸福生活莫过于此。

幸福源自奋斗。从进入中铁十四
局参加工作，到参与北京地铁8 号线
南锣鼓巷站的修建，从普通的钢筋
工、木工、混凝土工，逐步成长为“挑
大梁”的施工队长，13年的工地生活，
对范勇来说，有辛酸也有欣慰，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更激励着他
一路前行。

2013年2月初，春节临近，正是举
家团圆之时。为了使地铁8 号线早日
通车，范勇和大多数工友一样放弃了
回老家过年，选择留在工地继续奋战。
体谅他的辛苦，妻子带着孩子从河南
信阳赶来北京陪他。工地项目部特意
为像他们一样在异地团聚过年的家庭

安排了带有新被子和空调的“夫妻
房”。解决了“后顾之忧”，范勇和工友
们干活的劲头更足了。

2月8日，除夕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施工工地，
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范勇在工地上
的临时小家，关切地了解他工作、收入
和生活情况。

“总书记叮嘱我们一家：来一趟不
容易，看看北京的景点，好好团聚一下。”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范勇激动不已。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
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建设国家的
重要力量，全社会一定要关心农民工、
关爱农民工。”每每想到总书记这番亲
切的话语，范勇就觉得浑身充满干劲。
下决心要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为美
好生活奋力打拼。

2014 年，范勇升任工地班长。新
来的工人不熟悉工作，他手把手耐心
教导。如今，带领着一支数十人的队
伍，范勇先后参与了京沈高铁、武汉地
铁、徐州地铁等项目建设。走南闯北的
生活不仅开拓了他的眼界，收入与 6
年前相比也翻了一番。

小有成就的范勇，用自己打工挣来
的钱在老家镇上买了一栋二层小楼。女
儿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也很懂事。范勇
坚信，日子会过得越来越舒心。

（下转7版①）

挥洒汗水，铸就人生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劳有所得”篇

编者按：
7月29日至31日，全省产业

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和“推进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高
峰论坛系列活动相继在我市举
行，我市产业发展成就前所未有
地成为了全省人民关注的焦点，
众多业内人士纷纷为产业发展

“邵阳现象”点赞。本报今起陆续
推出解读产业发展“邵阳现象”系
列报道和系列评论，试图以记者
的眼光回顾邵阳产业发展的独特
经历。总结经验，是为了指导今后
的实践；回顾过去，是为了“增强
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8月3日，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
上堡村“古国人家”农家乐，店老板谢
美菊正在整理当地特产供游客购买。
谢美菊一家有六口人，2018 年之前，
还是贫困户。去年，在深圳打工的她返
乡经营起集民宿、餐饮、农副产品出售
于一体的农家乐。谢美菊说，家乡生态
好，发展乡村旅游有信心。

“如今，村里发展旅游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旅游收入也节节攀升。在政府

‘以奖代补’政策下，全村已有农家乐
13家，另外在建的有3家。”该村村委
会主任李茂华介绍，村里农家乐生意
最好的年纯收入有30万元，少的也有
10 万元，夏天旅游旺季，床位还得提
前预订。

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
强大动力，是绥宁县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秉持的理念。如今，该县一个个地处
深山的落后小山村，由“靠天吃饭”转
为“生态增收”，发展旅游成了村民有
效的致富途径，旅游产业成了绥宁巩
固脱贫成效的强力推手。

绥宁县坚持“旅游带动”发展战
略，引资成立湖南上堡古国生态旅游

开发公司，将上堡古国生态文化旅游
区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居家、养生、养
老于一体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如今，黄
桑生态旅游区国家4A级景区创建工
作正如火如荼。

目前完成投资近2.2亿元，景区西
大门竣工投入使用，游客服务中心、大
型生态停车场、景区标示标牌和景区
管理中心等设施基本齐全。兰堡公路
和黄坪公路建设进度加快，铁杉林旅
游公路拓宽。

各主要景点修缮了防护栏、游步
道，新建了旅游厕所和综合停车场。曲
幽谷景区进入试营业。此外，绥宁县城
巫水画廊景区国家3A级景区已公示，
侗寨申遗、上堡大团侗寨文化遗产恢
复工程等工作有序推进。

绥宁每年有近万名贫困人口通过
参与旅游项目建设、旅游业态经营、农
特产品销售等方式实现增收。

（下转2版）

打响旅游牌 吃上“生态饭”
——绥宁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系列报道之三

邵阳日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向云峰 胡燕珠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刘铭 实习生 王珈琪） 8
月8日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执法人员来到市区汽车南站，
查看车站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无客运
经营资质和经营牌证手续不全的客
运车辆进站。

按照上级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整改工作要求，结合“强执法防事
故”行动、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
行动等，8月1日起，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交
通运输行业“打非治违”百日行动，行
动将持续到11月10日。

行动期间，该支队将坚决摸排交
通运输行业“车霸”、黑恶势力垄断交
通运输市场、非法经营扰乱交通运输
市场等涉黑涉恶线索，采取更加严
厉、更加有效的措施，从严、从重、从快
打击交通运输行业10种乱象，维护交
通运输市场良好秩序，保障广大消费
者合法权益，促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
和谐、稳定、安全发展。（下转7版③）

“打非治违”百日行动
锁定交通运输 10 种乱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通
讯员 蒋兴） 8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事青就市城区土地出让、闲
置土地清理、国有资产归集处置以及市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召开专题办
公会。他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和
矛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
府机关党组书记陈秋良主持会议。

会上，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住
建、国资、公安、教育、城管、城投等市
直部门及市辖三区、邵阳经开区主要
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进行了汇报，并
就如何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提出意见和建议。

刘事青边听边记，不时询问工作
进展情况，仔细分析问题和矛盾的症
结所在，充分肯定前阶段工作成效。
他指出，土地出让、闲置土地清理、国
有资产归集处置以及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等工作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各级各部门务必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拿出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
的决心和勇气，鼓足干劲，奋力攻坚，
确保各项工作按既定目标任务推进。

刘事青强调，要大力推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全面提升土地利用管理
的能力和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进一步提高
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力度，提升土地储
备供应能力，盘活有效土地资源，增加
土地出让收益，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
大效益；要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结构性
调整，盘活闲置国有资产，促进资产资
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坚决打赢防范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攻坚战。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对已建成项目按照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
要求快速整改落实；对在建项目一律
先停工，待完备所有手续后再动工；对
新报建项目一律依法依规完备所有手
续后再开工。

刘事青就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工作召开专题办公会

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和矛盾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资江水域白田神滩及西外
湾防洪保护圈一期项目，东起
西湖桥，西至新渡路口，全长
2.6 公里，包括防洪堤、涵洞以
及配套绿化带、游步道等休闲
便民设施建设。该项目为城市
防洪闭合圈的组成部分，按50
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为2018
年市重点工程项目，于2018年
7月底动工。目前已完成防洪
堤建设 800 米，正在修建防洪
堤泄洪闸启闭室，预计明年 7
月份建成竣工。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实习生 张雪儿

摄影报道

盛夏时节，走进邵阳经开区湘商
产业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园内繁
忙的生产场景。

8 月 6 日下午，邵阳经开区湘商
产业园湖南鸿福铼发制品有限公司
厂区，工人们挥汗如雨，将价值 600
余万元的成品“发条”装入一辆大型
货柜车内。这车货即将运至长沙，转
上海港发往尼日利亚。

“平均每个月会有2个货柜发往
非洲市场，销售稳定，前景越来越
好。”湖南鸿福铼发制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康钦志高兴地说。目前，邵阳发
制品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非
洲市场份额的60％。火热的生产场
景，喜人的出口数据，一切都那么振
奋人心。

全市湘商产业园内，每一家生产
企业都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创造着新
的辉煌。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搅拌车生产基
地，建立了国内最大的搅拌车设计
院，三一配套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公司也正在冲刺年产值百亿元企业。

全省最大电梯生产基地——亚
洲富士电梯邵阳公司，年产电梯2万
台，年产值将达50亿元。

九兴集团在邵投资建设大陆零
售销售总部和5家卫星工厂，问鼎全
国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基地。

智能制造产业园建成国内第一
条可批量生产的厨电工业4.0柔性生
产线，4条生产线，信息化驱动、自动
化设备生产，每 30 秒制造 1 台电饭
煲。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

公司总经理顾斌介绍：“我们全力打
造国内领先的‘工业 4.0’智能工厂，
16 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年产 2000
万台智能家电产品，可实现年产值50
亿元，税收3亿元。”

邵阳众多企业的辉煌战绩，不胜
枚举。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干得这么
好？除其自身雄厚的实力外，湘商产
业园这个广阔的舞台，是让本就长袖
善舞的企业家们更加策马奔腾的主
要因素。

三流的政府跑资金，二流的政府
跑政策，一流的政府跑战略。湘商产
业园这个舞台，是省委书记杜家毫送
给830万邵阳人民最大的“产业战略
礼包”。2014年6月9日，时任省长的
他来邵视察，要求邵阳“带头先行先
试，建设湘商产业园，为全省创造可
复制的经验”。省委、省政府的这一
战略部署，为加快邵阳产业发展按下
了“快进键”。

（下转7版②）

“为全省创造可复制的经验”
——解读产业发展“邵阳现象”系列报道之一

邵阳日报记者 朱杰 实习生 莫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