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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双清区还将坚持乡村振兴，
围绕“产业兴旺”激发创业活力，发展壮大
乡村产业；围绕“生态宜居”推进绿色发展，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围绕“乡风文明”培育
文明新风，提升乡村文明程度；围绕“治理
有效”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乡村治理体制；
围绕“生活富裕”，拓展增收渠道，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同时，该区还将坚持绿色
发展，以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生
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让生态治理更加扎
实有效、让生态约束更加刚性有力、让生态
品牌优势更加彰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双清；坚持民生至上，积极回应民
生需求，倾力办好民生实事，构建就业增收
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优质教育体系、全民
健康体系、文化服务体系等，全面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坚持安全
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区、深化基层社会治
理、提高公共安全水平，着力增强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双清。

潮起江海，奔腾不息；蹈浪涛头，奋进
不已。“十四五”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
美好新时代的壮丽画卷正在开启。未来五
年，双清区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善谋新篇的智
慧、甘于担当的勇气、踏实务实的作风，抢
抓机遇，团结拼搏，众志成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双清。

扬帆起航 乘风破浪
——双清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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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大
道建设路口，
崛起城市新
商业中心。

我市文化地标——东塔，与成长中的城市建筑交相辉映。

▶碧水环
抱 、绿 树 成
阴，双清的模
样越来越美。

◀双清区
渡头桥镇的
新洲蔬菜基
地内，一派欣
欣向荣的现
代农业景象。

爱莲文化广场位于双清区，是一个围
绕“廉”文化打造的地标性城市文化广场。

奋斗目标的实现，是
靠干出来的。

过去5年，双清区委
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
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
委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双
清“两个率先”和“二区一
中心”建设，持续壮大经
济总量，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显著增效；持续
提升城市品质，城乡面貌
显著改善；持续改善民生
民利，群众获得感显著增
强；持续完善民主法治，
政治生态显著向好；持续
加强党的建设，基层基础
显著夯实，实现了“十三
五”的完美收官。该区
2019 年荣获“年度全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县市区”称号；2019年和
2020年连续两年基层党

建年度考核被评为全市
优秀；2016年、2018年、
2020年3次获评“全省脱
贫攻坚工作先进县市
区”；2019年以来连续两
年被评为“省政府科技创
新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工
作先进县（区）”；2020年
获评“全省推动高质量发
展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未来5年，双清区将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省委“三高四
新”战略和市委决策部
署，力争在“十四五”期
间将双清区打造成湘中
湘西南承接产业转移先
行区、湘中湘西南商贸
物流集聚区和湘中湘西
南金融文旅中心，高质
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双清！

未来5年，双清区将坚持产
业强区，围绕建设湘中湘西南承
接产业转移先行区，着力打造重
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积极打造优势产业。引导
老工业基地企业转型升级，打造
一批具有双清特色优势、在省内
外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领航企
业和拳头产品。以维克液压、伊
顿贝克液压、达力电源等骨干企
业为龙头，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程机械装备制造、汽
车及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输变
电成套装备制造、数控装备制造
等研发制造；以玉新药业、湘中
制药为龙头，重点推进宝庆防护
品医用防护、金台酒厂等企业扩
大生产、新上项目，重点支持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化学
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及装备
等研发，形成集科研、加工、制
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药品基
地；以鑫鹏科技、天堂助剂等骨
干企业为龙头，建立再生资源循
环利用基地；以天香生物、海哥
牛肉、湘巧家熟食等骨干企业为
龙头，利用高新技术对食品加工
业进行改造和升级，打造湘中湘
西南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紧紧
抓住邵阳经开区升级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契机，积极为
园区企业、就业群体提供高水平
住房保障、教育培训、医疗康养、
创新创业、文化娱乐等公共配套
服务；以省级创新型县（市、区）
建设为引领，不断提高科技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的公共服务能力
和水平；以维克液压首发申请过
会为契机，加快企业上市挂牌步
伐，打造资本市场“双清板块”；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一次
办好”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优
质环境；持续加大服务企业力
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用地用
工、人才引进等实际问题，提振
企业发展信心。

持续推进项目建设。围绕
“东进西提南拓北融”城市发展
思路和“一核四区，两带一环”城
镇产业总体布局，争取一批重大
项目纳入国家和省市计划笼子；
强化项目建设的首位意识，优化
项目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项目的
履约率、开工率、建成率；进一步
加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有力破
解项目建设瓶颈制约；切实加强
项目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确
保一批优势项目落地落实，投产
达效。

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全区
上下形成领导带头示范引领、招
商主体全力推进、全区上下积极
参与的大招商工作格局。坚持
行政推动和市场化推进并行，正
面激励和反向促动结合，境内招
商和境外招商统筹，活动招商和
常态化招商协调，大力推行产业
招商、专业招商、驻点招商、以商
引商，做到“围绕产业链、绘制招
商图、建立信息库、拟定计划
表”。着力引进产业领军企业、
重大龙头项目，用高质量项目引
领高质量发展。

产业强区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未来5年，双清区将坚持扩大
消费，以商贸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现代商
贸、文化旅游、特色经济等消费型
服务业，着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
放高地。弘扬红色文化旅游，打造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姚喆故居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传统文化街区、工业
遗址公园、特色小镇、生态康养等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品牌；继
续发展湘桂黔建材城、金罗湾市场
等大型市场，邵阳东货运站、农产
品物流中心等物流基地，五一南路
通讯器材、双坡南路汽配等专业街
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专业市场，
以“美食”“休闲”为主题，大力发展
夜间经济；鼓励发展社区商务中
心，积极发展综合超市、专业店、专
卖店、农贸市场、仓储式商场，形成
多业态的社区商贸模式。

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以步步
高新天地、友谊商场、千禧天地、和
盛佘湖新城等城市综合体为载体，
加快引进大集团总部、研发中心、
营销中心、物流中心和新型业态等

高端功能性机构，拓宽城市发展空
间。大力发展供应链物流、冷链物
流、电商物流等都市物流总部业
态，打造智慧型现代物流网络；加
快建设邵阳金融城，支持沿海发达
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来双清区设立分支机构，吸引跨国
公司、国内500强企业设立地区总
部或功能性总部机构，鼓励邵阳市
本土具备行业优势的规模企业将
综合性总部、结算总部、投资总部、
研发总部设立在双清区，打造经济
发动机。

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建设数字经济产
业园和数字经济孵化园，推动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电
子商务产业园，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加快发展电子政务，积极引进大数
据重点企业，为双清区发展“智慧医
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互联网
金融”“平安城市”等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双清区软件信息园，以维宏科
技、天地科技、百竞科技、新天地科
技等骨干企业为龙头，建设一批互
联网软件产业示范基地。

扩大消费

打造改革开放高地

未来5年，双清区将坚持改造提质，全
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建设现代化
高品质城市。

加快推进老城区更新。加快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改善拆迁户、困难户、低收入家
庭的居住环境。加快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系统化、全域化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功能。

加快推进新城区建设。加快推进邵阳
金融城建设，高规格、高标准打造集金融机
构、企业总部、高端酒店、商业品牌等为一
体的多功能现代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围绕
经开区产业新城建设，做“好”生活配套、做

“优”公共配套、做“美”生态环境、做“细”城
市管理，基本建成内畅外快的综合交通网
络、保障有力的能源供应网络、智慧现代的
市政设施网络、便民优质的公共服务网络。

加快推进产城融合。用好国家发改委
授予的产城融合试点城市政策，先行先试
探好路，并围绕新的生产力布局，优化城市
发展功能分区，形成城市功能与产业平台
相互支撑的融合互动发展新格局；进一步
完善城市功能，合理均衡布局城市各类公
共设施，完善各类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城市
建设的品位和内涵；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注重“城乡一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无差别化。

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积极推动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城市管理和
服务中的全面应用，着力打造“智慧城市”；
强化建筑工地管理，控制扬尘、噪音，推进
绿色施工；加大违法建设查处力度，建立违
法建设群众举报奖励、单位包保、个人诚信
公示等制度；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全面推进
城市小街小巷、专业市场和公厕保洁市场
化，全面落实“门前三包”；加大交通秩序、
环境卫生、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顽瘴痼疾
整治力度，建设更加“生态、智慧、宜居、幸
福”的新双清。

改造提质

建设现代化高品质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