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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兄弟档” 深山扶贫齐上阵 （3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8月1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组织召开邵
阳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推进
会，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
识，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强化禁捕退捕工作
措施，按期保质完成目标任务，确保我市禁
捕退捕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副市长肖拥军，
市政府秘书长陈秋良及市直有关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

我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尤
其是涉渔“三无”船舶取缔清零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必须进行再部
署、再督战。

刘事青原原本本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
就该项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
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就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明确的各项要求
和政策。他对全市禁捕退捕工作提出了认识
对标、范围对标、任务对标、政策对标、时
间对标、监管执法对标的工作要求，并进
一步明确了我市禁捕退捕的水域、期限、
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进一步强化禁捕退捕工作措
施，做到精准建档立卡，确保应登尽登；分类
处置退捕船网，确保应退尽退；严厉打击非
法捕捞，确保应禁尽禁；落实渔民生计保障，
做到应保尽保。进一步建立健全禁捕退捕工
作长效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工作
经费，明确属地、部门责任，深入宣传引导，
从严督查督办，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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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健
张佳伟） 7月29日上午，雅中至江
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湖南段）架线首牵试点在邵阳县和
新宁县接壤之处举行。在 3 台张力
机轰鸣声中，3 根铝合金芯铝绞线
被缓缓牵出，标志着该工程全线进
入架线施工阶段。

该 工 程 在 湖 南 境 内 线 路 长
475.5 千米，动态投资 37.91 亿元。
邵阳市境内线路全长 220.2 千米，
主要经过绥宁县、武冈市、洞口县、
新宁县、邵阳县、邵东市，新建铁塔
494基。

目前，该工程在邵阳境内已完
成基础浇制 492 基，铁塔组立完成
242基，邵东市、武冈市、邵阳县、绥
宁县四县市境内房屋拆迁 139 户，
为架线施工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
基础。

据了解，雅中至江西±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起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雅中换流
站，途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
西5省。工程设计输送容量800万千
瓦，其中一半容量送至湖南，计划在
2021 年建成投运。工程途经我省 5
市13县（市、区）。

雅中至江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湖南段）架线施工

我市境内线路全长220.2千米

张昌辉是武冈市双牌镇浩山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46 岁，家
里 4 口人，2 个小孩，1 个在长沙上
大学，1 个在武冈城区上高中。经
过几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成为
一位养蜂“达人”。他的“养蜂基
地”在怀化、绥宁、新宁、洞口都
有。现在他一共养了 86 箱蜜蜂，每
年可产出蜂蜜成品 6 批，每批售价
在2万元左右。

勤劳踏实的张昌辉夫妇在自家
地里种满西瓜、玉米、花生，还种了
3亩水稻，养了60多只鸡鸭。“大城
市回来的亲戚朋友，每次来我这里
买蜂蜜时，都会顺便捎上1只土鸡，
我这些鸡鸭完全不愁销路。”张昌辉
高兴地说道。

“最困难的是 2015 年，那年因
为高血压、高血脂，人一下子就倒
了，被救护车拖进了医院。”谈起以
前的艰辛日子，张昌辉历历在目。那
次手术花费了 3 万多元，是他一年
打工的收入。做完手术后，张昌辉整
个人都消沉了。

得知张昌辉家的情况后，浩山
村第一书记、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吴罡和2名
同事多次上门走访，将他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做通他的思想工作，鼓
励他重拾生活信心。

“孩子读书有了补助，我没了后
顾之忧。吴书记说得对，人穷不能志
短，脱贫致富终归是要靠自己的双
手来创造。”身体好转之后，张昌辉
继续出去打工做事。

2016年，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
张昌辉申请到了4.2万元的危房改
造资金，进行了 D 级危房改造。推
倒漏雨的旧房子，建起的不仅是一
座新居，更是张昌辉对幸福生活的
信心。

2017 年，因为喉癌发作，张昌
辉到广州做了一次手术，总共花销
8 万多元。好在建档立卡贫困户报
销比例高，最终他自己花的费用只
有2万元不到，回武冈之后，又在武
冈市报销了5000元。

(下转2版)

张昌辉：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张梦彬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实习生 梁顺逸）7月31日，
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
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1821 人，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8471 人，失
业人员再就业 10604 人，其中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4648人。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我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达产，在认真落实中央、省稳就业
措施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稳就业政

策措施和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措
施。截至6月底，全市共落实以工代训
补贴、一次性用工补助、吸纳就业补贴
和各类奖补资金共计1447.98万元；发
放创业贷款903笔13163万元；累计发
放就业扶贫政策资金1.54亿元并录入
省平台，惠及企业及贫困劳动力32万
人次。

我市完善“市统筹、县为主、乡负
责、村落实”的工作机制，干部下沉到
村（社区）开展一对一招工帮扶，全市

共组建 270 支招工小分队，为企业新
招聘员工20426人。坚持“就业服务不
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将春风行动
现场招聘活动改为线上招聘。今年上
半年，共发布岗位信息7.23万个，吸引
求职人员达9万人次，其中1.2万人求
职成功。

此外，我市还开展了“从家门到
车门”“从车门到厂门”“从厂门到宿
舍门”的“就业直通车”无缝对接服
务，加强与长株潭、珠三角、长三角
等劳动力主要输入地的对接。全市
共组织开通高铁专列 13 趟次，返工
复工专车 250 趟次，共计输送农民工
1.5万多人。

上半年新增就业 7万多人

8月2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威溪乡兴隆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漆增华（左）满怀喜悦向扶

贫干部介绍自家猕猴桃挂果情况。今年，漆增华栽种的近3亩猕猴桃硕果满枝，预计纯收

入在2万元以上。在兴隆村，像漆增华一样栽种了猕猴桃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30户。

通讯员 严钦龙 张德胜 摄

邵阳市区 2020 年秋季招生
政策出炉 （6版）

让“放心水”润万家
——绥宁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纪实 （5版）

流金盛夏，草木葳蕤。
邵阳大地，处处充满生机活力：一

个个重点项目建设快马加鞭，竞相投
产、提早达效；一条条产业链加速形
成，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一张张灿烂
的笑脸，映衬着邵阳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严峻考验，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
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交出了一份优秀

“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全市19项主
要经济指标有 13 项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从一季度的-
1%恢复到整个上半年的+1.5%，经济
企稳回升，各项工作总体稳步向好。

抓项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生
产生活一度按下“暂停键”。降低疫情
影响，促进经济稳定，是摆在各级各部
门面前最重要的工作！

项目建设是稳投资、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抓手，是增强发展后劲、提升
整体实力的主要途径。要降低疫情影
响，促进经济稳定，就必须牢牢牵住这

一发展的“牛鼻子”，奋力拼搏。
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坚决

落实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稳步推
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先后多次研究
部署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密集出台一
批惠企政策，并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
督导。市委书记龚文密，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事青多次实地调度重点项目建
设，要求精心谋划推进项目建设，抢抓
机遇补齐发展短板。各级各部门压实
责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做好全市复
工复产日常调度，建立问题清单和需
求清单，按照“每日一调度、每日一协
调、每日一反馈”的要求，统筹调度全
市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复工复产工作。

“疫情期间，政府第一时间派出服
务专班，指导我们的疫情防控，帮助协
调解决大量复工复产遇到的难题，确
保项目2月10日率先复工，5天后，员
工返岗率恢复到100%。”湖南韦全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桂说。如今，韦
全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已进入扫尾阶
段，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正在如火
如荼进行，有望于9月正式投产。

作为我省今年第一个开工建设的
高速公路项目——白新高速开工、总
投资8亿元的邵阳火车站综合交通枢
纽开工、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犬木塘水
库开工……如今，我市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不少项目加速前进提前投产。全
市285个重点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446.75 亿元，截至 6 月底，完成投资
229.13亿元，为年度计划的50.35%。

兴产业

千帆竞发勇进者胜

7 月 22 日上午，总投资 23.1 亿元
的 17 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落户
邵阳经开区。17个项目中包含显示功
能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经济等产业
项目。项目的签约，是我市推进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取得的又
一重要成果。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产业发展平
台建设。升级园区平台，打造“135 工
程”升级版，促进产业集聚，共开工建
设标准厂房 162 万平方米、竣工 92.2
万平方米，新签约企业 148 家，入驻
107 家，沪昆百里工业走廊引领带动
能力持续增强；建立通关平台，邵阳海
关正式开关，结束我市企业产品出口
异地报关历史；打造创新平台，新挂牌
成立两家院士专家工作站，支持湖南
特种玻璃研究院、邵阳先进制造技术
研究院、AI机器人产学园等研发平台
建设；搭建融资平台，建立园区投资和
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10家，与省农信
社签订合作协议，3 年内可获工业贷
款500亿元以上。 (下转7版)

逆 流 勇 进 正 当 时
——邵阳市 2020 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回眸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张红彬 杨昌泉 实习生 敖 磊 尹妮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