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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
德珍 通讯员 贺上升） 9 月
15日，隆回县羊古坳镇羊古坳居
委会原牛形村农户首次种植的

“玮两优 8612”和“玮两优 7713”
两个新品种，经专家现场测产，百
亩示范片平均亩产分别为1114.8
公斤和1083.6公斤，创造了水稻
高产新奇迹。

“玮两优 8612”和“玮两优
7713”水稻种，是由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隆平
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亚华种业科学院选育的杂
交新品种，今年首次在当地试
种。此次试种的两个示范片的
面 积 ，分 别 为 106.8 亩 和 103.9
亩，水稻种植工作全程由袁隆平
农业科技奖获得者、高级农艺
师、原羊古坳镇农业站站长肖利
民担任全程技术服务与指导，采
取“五统一”栽培方式，即统一浸
种育秧、统一插田、统一施肥控
水、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管理
和技术服务。两个示范片分别

于4月23日播种，5月16日至17
日移栽。

收割当天，受农业农村部科
教司委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郑家国担任专家组组长，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组织有关
专家一共 7 人组成专家组，对两
个百亩示范片进行现场测产。专
家组根据农业部超级稻认定测产
方法进行测产验收，每个品种随
机选取3块田（单面积500平方米
以上），采用收割机实割收获。稻
谷经去杂、测定水分，折算成标准
水分水量后，得出“玮两优8612”
三 块 田 平 均 稻 谷 每 亩 产 量 为
1114.8 公斤，“玮两优 7713”三块
田平均稻谷每亩产量为1083.6公
斤的测产结果。

隆平高科副总裁、首席育种
家、湖南亚华科学院院长杨远柱
在测产现场说，目前全国单季产
量超过 1100 公斤的不多。在湖
南，这个产量应该是最高的，这
个品种特别适合长江中下游地
区耕种。

隆回超级稻亩产再创新高
“玮两优8612”超级稻平均亩产达1114.8公斤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
讯员 阳小朋） 9月18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华学健会见来邵考察调
研的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八局董事长朱
素华一行，双方就深化政企合作深入交
换意见，并会商洽谈集团水电八局拟在
邵阳投资合作项目的具体事宜。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八局有关负责
同志肖军、黄启斌、朱国强，副市长蒋志
刚、肖拥军，市政府秘书长陈秋良参加。

中国电建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
接管理的中央企业。中国电建集团水
电八局拥有“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三项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是中国电建集团唯一一家“三
特”资质企业。

华学健希望水电八局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结合邵阳发展所需开展战略
合作。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水土保护和
系统治理、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
理、新能源开发、砂石土矿开发以及犬
木塘水库片区开发等方面，进一步探
索合作模式。他表示，双方的合作以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起点，共同
策划并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争创央企
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典范。

朱素华介绍了水电八局在邵投资
建设情况及工程局“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重点就水环境、新能源、
绿色建材、片区开发等方面表达了合作意愿，阐述了利益共享、政企
共赢的合作理念。他表示，水电八局既是央企更是湘企，将充分发挥
企业在湘的本土优势，为邵阳市增量市场提供价值服务，建立起广
泛、长期、深入、真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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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坚决按照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四全
三最’工作要求，紧扣测评保
二争一目标，牢记北塔责任
担当，狠抓工作落细落实，确
保迎检测评目标圆满实现。”
9 月 16 日上午，北塔区委书
记肖平坚定地说。

北塔区充分吸收“北塔实
践大家谈”活动成果，结合北塔
实际，提出“四区二城”发展战
略，并将“文明立区”作为“四
区”之首。北塔区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建理念，紧扣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绘好

“作战图”，制定“任务书”，划定
“时间表”，大力实施“七大文明
提升工程”，即宣传教育提升、
文明素质提升、基础设施提升、
城市管理提升、农村精神文明
提升、文明实践提升、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提升，全面提升创建
质量、创建效率和创建水平。全
区上下经过共同努力，破解了
许多难题，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颜值气质加快提升，创建氛围
愈加浓厚，文明正成为北塔最
为靓丽的城市底色。特别是今
年文明测评，该区一季度排名
全市第二，二季度排名全市第
一，8月份排名全市第一。

北塔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
为组长的创文测评迎检工作领
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目标、细化
分工、压实责任。严格“三个坚
持”，即坚持高频调度，书记、区
长先后6次召开调度会，副书
记、宣传部长及专项整治组牵
头领导现场调度9次，强力破解
工作难题；坚持全域覆盖，领导
率先垂范，所有区级领导以及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坚持一线指

挥、一线调度、一线解决问题，
切实下沉联点镇（街道）、村（社
区），全方位、点对点督导指导；
坚持严格督查，成立2个创文联
合督查组，采取一天一督查、两
天一通报、三天一调度，综合运
用“一单四制”，对各测评点位
现场督查、现场交办、限时整
改。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
程上，北塔区将如何担当？肖平
认为，北塔区作为创文的主阵
地，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义不容辞当好主
力军、打好主动战。一是做好

“补短板”的文章，进一步加强
老旧小区改造，修复破损路面、
人行道板，疏通、清理、铺设下
水管道，增加停车位，清理整治
空中缆线，推进建成区外镇（街
道）建设，按要求建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更加注重把重心放
到城乡基层、工作做到群众身
边、惠民利民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二是做好“强弱项”的文章，
进一步提质改造农贸市场，规
范经营秩序；加强智慧化管理，
提升城市品位；强化校园周边
整治，确保学生健康成长；持续
整治交通秩序，着重规整车站
码头，着力构建安全文明有序
的交通体系；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强力整治城乡接合
部，改善宜居环境。三是做好

“建机制”的文章，进一步完善
单位共建和文明实践机制，常
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坚定
不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
入实施楼栋网格化管理，尤其
是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充分调动全区人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绣花功
夫和工匠精神抓实抓好抓细
文明创建。 (下转3版②)

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抓好文明创建
——访北塔区委书记肖平

邵阳日报记者 胡梅 通讯员 邓文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9月16日，记者
从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清廉园
区”创建工作推进会获悉，在今年
市创廉办牵头组织的验收考评
中，该区“清廉园区”创建工作被
评估为优秀等级。

自2019年创建“清廉园区”以
来，该区通过做实“四个一”专项举
措，加强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为

“清廉园区”创建夯实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强劲“廉动力”。

以整章建制为重点，构筑一
套权力运行监督体系。该区全
面升级规章制度，变面上监督为
釜底抽薪，针对用车、接待、招投
标、合约规范等风险点靶向发
力，破、立、废、改 84 项制度，梳
理了园区“三公”经费等方面存
在 的 风 险 漏 洞 并 建 立 长 效 机
制。2020年，该区“三公”经费下
降73.68%。 (下转 3 版③)

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四个一”专项推进“清廉园区”创建

为创建“五好”园区提供“廉动力”

◆清廉邵阳建设

迎来首个百亿元企业、首个国家级
经开区；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工程搅拌车
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抗癫痫药物生产
基地，全国第三的发制品出口基地；中
国（邵阳）特种玻璃谷初现雏形……我
市工业突飞猛进。

5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三高四
新”战略要求，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吹响“产业兴邵”奋进
的号角，着力打造“一核一带多点”的沪昆
百里工业走廊，推动先进装备制造、智能
家居家电、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
速崛起，邵阳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

连日来，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三一专汽）“灯塔工厂”正在满负
荷生产销往河南、北京等地的纯电动混凝
土搅拌车。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搅拌车
生产基地，每6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

5年来，依托科技创新，三一专汽实
现转型升级。从单一结构的搅拌车向搅
拌车、自卸车和水泥泵车的专用底盘三
大业务板块转变，从以柴油为主的传统
能源向纯电动、氢燃料等新能源转变，
产品出口全球 100 多个国家。2019 年，
三一专汽成功实现年产值104亿元，是
我市首个百亿元企业。

5年来，湘窖酒业也实现快速成长。
经过艰苦奋斗，如今的湘窖酒业成为省
内唯一的“一树三花”型酒企，生产的白
酒香型包括浓香、酱香和兼香，目前年酿
优质基酒5万吨，原酒窖藏能力10万吨，
为湖南省第一，该厂连续多年跻身全省
经济效益百强企业，成为湖南省大型骨
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2万吨酱酒生产
线，全力打造百亿元白酒产业园。

和三一专汽、湘窖酒业一样，我市
越来越多企业不断壮大发展。目前，我
市已培育年产值过10亿元工业企业20
家，其中产值过百亿元企业 1 家，50 至
100亿元的企业1家，20至50亿元的企
业7家，10至20亿元的企业11家。

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推动着我
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 8 月，我
市规模工业企业达到 1925 家，居全省
第 2；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55 家，居全省
第3；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
居全省第5。发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全省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隆回高新区及新邵经开区获省产
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奖励。

建成沪昆百里工业走廊

今年6月17日，国家级邵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正式获批。

升级后的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将
享受到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具有省级
商务部门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限，基础
设施建设可以获取中央财政贷款贴息
等红利。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站在了新
的发展起点，全市产业园区发展也步入
了新阶段、迎来了新机遇。

这也是我市大力推进“沪昆百里工
业走廊”工业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成果。

2016年起，我市从科学规划、出台
高含金量支持政策、落实改革措施、加
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合理
布局工业，实施“一核一带多点”工业走
廊战略，即以邵阳经开区为核，以沪昆
高速百里工业走廊为带，以各县（市、
区）工业园区为点，开辟后发赶超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战场。

5年来，经过持续发力，我市建成了
湘中湘西南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

“一核一带多点”沪昆百里工业走廊。
2020年，建成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10个省级产业园区，工业走廊内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2577.65亿元。

(下转3版①)

挺起“产业兴邵”的脊梁
——五年来全市工业发展成就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陈旻阳 刘剑 何琛

9 月 17 日，“邵阳快
警”绥宁大队组织警员列
队参加无偿献血活动，13
名民警和辅警每人献出了
400毫升青春热血。其中1
号平台辅警秦文涛自2015
年以来，已经是第六次连
续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
量达1900毫升。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朱北 向志益

摄影报道

自从 2018 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
美国一些官员鼓噪与中国“脱钩”的言
行从未停止。一方面，这给中美两国和
全世界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加征关税增
加了本国企业和人民负担，给部分中国
对美产品出口造成冲击，也扰乱了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
中美经贸发展呈现出新动向、新态势：
中国对美出口不降反升；2020年，中国
经贸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2/3受访

在华美企表达2021年扩大投资意愿；中
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
位跃升至第12位……

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美合作，两国和世
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
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
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
何搞好的必答题。（全文详
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青山遮不住
——从经贸科技动向看中美合作发展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