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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加快打造科技创新平
台的基础。市政协常委赖必仁在
市政协“打造我市科技创新平台”
议政性常委会议上，针对邵阳经
济和区位条件不占优势，人才引
进难、留住难、举荐难的问题，提
出了《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与
服务的意见建议》。

加大科创人才举荐表彰力
度。建议市政府恢复设立“科技创
新突出贡献奖”“青年科技奖”。

“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每年评选
一次，每次评选出 3 名对全市科
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杰出科技人才，每人奖励
10万元；“青年科技奖”每年评选
一次，每次评选 5 名优秀青年科
技工作者，每人奖励1万元。提高
科技人才政治待遇。市人大和市
政协在换届时，要足额保障科技
科协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额，
向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倾斜，为
科技工作者参政议政提供平台和
通道。积极向上级部门举荐科技
人才。市委人才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要积极举荐各类创新人才
申报湖南省和国家的各类人才表
彰奖励计划项目，营造学科学、用
科技、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加大科创平台建设力度。建
设科创中心。由市科协与邵阳学
院在湖口井路与西湖路交汇西北
角，联合筹建邵阳市“科创中心”

（含市科技馆、院士馆、邵阳学院
大学科技园），按照统一规划、馆
园共建，校地合作、资源共享，产
研一体、发展共赢的思路，打造邵
阳市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三站”。
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则，
柔性引进两院院士或国内外著名
专家学者，来邵阳建立院士工作
站、专家工作站或全国学会服务
站，凝聚高端科技人才为邵阳产
业发展服务，并将“三站”引进的
专家纳入邵阳市科技创新人才引
进政策范畴。

加大科技社团保障力度。加
强组织保障，支持科技社团的挂靠
单位或业务主管单位，委派党政领
导干部担任科技社团的党建指导
员或党支部领导，加强社团基层党
组织建设，引导科技工作者投身

“三高四新”和现代化新邵阳建设。
加大经费保障。市财政安排“学会
工作专项经费”预算，按照每个科
技社团每年5至10万元工作经费
的标准，用于支持科技社团开展科
技服务。加强载体保障。发挥邵阳
籍两院院士多和邵阳籍在外科技
人才多的优势，充实完善“邵阳籍
科技创新专家库”和“邵阳市科技
创新人才库”建设，围绕七大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为每个产业链配
备一个科技创新专家服务团队，为
科技人才开展科技咨询，服务产业
发展提供舞台。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与服务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石雯静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主要包括科技园区、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连接技术与市
场的成果转化平台。针对我市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建设总量不足、孵化企业能力不足、自主创新
能力不足等问题，刘思伊委员在市政协“打造我
市科技创新平台”议政性常委会议上，就“推进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建言献策。

准确定位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根据县市区产业园区发展战略定位，布局
和申报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园区、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鼓励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与国内外高校和市外研究院
所对接，联合设立研发机构或技术转移机构，通
过研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等
多种形式，实现产学研协同共建。加强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培育和发展，着力扶持一批科技咨询、
技术评估、科技代理等专业化服务机构。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应坚持以公益性、非盈
利性为目的，主要服务对象应是中小企业。用好
如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这种科技创新服务
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并以其为纽
带，实现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抱团取暖，同
时为行业培养研究和应用型人才。

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及运营

提供更优的支撑

提供优秀的人才支撑。邵阳作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排头兵，主要是承接珠三角一些相对基础性的产业向内陆转移，
这类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应用型人才需求旺盛。建议在制定人才
政策时，将人才需求下沉，降低层次标准，做到人才也能为中小企业
所用。人才政策要丰富，要做好对人才的服务工作，要打组合拳，在小
孩就学就业、家人就医等方面给予关照和关爱，甚至针对具体对象，
可以给一定的政治待遇。要积极加强与沿海地区人才、技术、设备等
创新要素对接，切实保障人才在我市“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提供完备的产业链支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是面向产业发展需
求的，因此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要围绕我市重大特色产业项
目，比如：基板玻璃、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白酒、小五金、打火机、皮具
箱包、发制品、竹制品等产业内的重点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产业链，吸
引优质配套企业驻扎我市，联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形成合力，吸引
沿海企业回邵创业，鼓励本地企业创业，逐步完善产业链。

提供优化的政策支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应做到全市一盘
棋。全面梳理我市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作出相
应调整，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增强政策集成和实效，促进
科技、人才、产业、金融等政策的有效衔接，形成政策合力。优化财政
投入机制，增强科技创新资金支持平台建设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提供完善的基础建设支撑。应加速构建以邵阳市中心城区和新邵
县城为核心，邵东县城、隆回县城和邵阳县城为区域次中心，沪昆高
速、二广高速为城镇密集带，资江、邵水为发展走廊的“一核三心、两带
一廊”的城镇空间结构。以新邵县城与中心城区同城发展为核心，进一
步统筹整合1区（邵阳市中心城区）、2城（邵东市、新邵县县城）、3园区
（国家级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邵经济开发区和雀塘循环经济片区、
邵东经济开发区生态工业园片区），推动邵东市、新邵县与邵阳市区一
体化发展。要加快邵阳高铁南站改造建设，加快邵阳至邵东快速通道
建设，加快各园区商业及周边生活起居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启
动双清区至北塔区田江大桥、云山桥的建设以及资江一桥扩建等基础
交通建设，确保未来科技创新平台在我市的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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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田野、整洁的村落、美丽的
景区……冬日暖阳下的邵阳县五峰铺
镇新田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该村是湖南省政协办公厅乡村振兴
工作队重点帮扶村，也是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自今年5月
入驻以来，工作队带领村“两委”成员，
研究学习政策，把握村情民意，制定发
展规划，乡村振兴工作有序推进，村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深入走访调研，确保有效衔接。工
作队采取实地走访、会议座谈、发放便
民联络卡等方式，走遍全村 31 个院落
和重要设施、关键场所，并与周边排桥、
城保村等对接，了解村情民意和需求期
盼，共同商议一体规划思路。对全村
107户424名脱贫不稳定户和17家易地
搬迁户走家串户，精准对接。工作队和
村“两委”成员人均结对帮扶5户以上，
坚决守住“零返贫”底线。常态化开展返
贫风险识别监控，全村 3278 名户籍人
全部纳入风险识别范围，切实贯彻“全
覆盖”要求。

开展指导帮扶，各级联动施策。省政
协领导多次率队赴村调研指导乡村振兴
工作，督办微建议，解决村民用电、饮水、
交通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30多名厅级
以上领导、50多名政协委员先后到村调
研并助力乡村振兴。工作队向省财政厅、
水利厅等10余家省直单位呈送项目方
案，申请资金支持。邵阳市、县各级鼎力
支持，县委县政府批复下达《新田村“乡
村振兴”23条规划建设项目清单》。

完善基础条件，提升幸福指数。通
过搬迁卫生室并拓展服务功能，建成警
务室、电脑学习室和政协委员工作室，
扩建乡村图书室，村级公共服务体系进
一步优化完善。修缮村级道路，铺设沥
青道路，安装安全防护栏，修建机耕道、
排水沟和太阳能路灯，加装5G通讯基
站，引进邮政物流进村设点。改善村干
部办公条件，改造美化村服务中心牌

匾，设计新田村LOGO形象标识。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评选卫生清洁户和卫生
差评户。修建文化亭、添置长椅、涂鸦美
化墙面、设置竹制栅栏，推进旱厕改建

“清零行动”和空心房屋拆除。启动“大
院子美丽乡村示范院落建设”，以点带
面，推动全村“四化”(优化、美化、绿化、
亮化)水平整体提升。购置锣鼓、二胡等
器材，组建村文艺演出队伍，丰富村民
文化生活。

发挥资源优势，汇聚各方合力。省
政协积极开展“三助三进”活动，办公厅
送来科普书籍和电脑等物资，用于改善
新田村及周边 5 个村的办公条件和村
小学教学环境。相关专委会对接界别资
源，为新田、排桥、成保、合兴村等 7 个
村的老人、儿童和镇扶贫车间残疾工人
捐赠奶粉、口罩、洗手液、药品等物资，

开展健康义诊，组织应急救护演练。省
政协委员赴村开展“党建对接、助力乡
村振兴”活动，有的承诺高于当地价格
收购农副产品，有的为村小学免费铺设
塑胶跑道。各路乡贤积极行动，聚力村
庄发展。驻村三农公司董事长蒋保强出
资20多万元建设新田地标建筑“福门”
牌楼，同意将景区所有停车场和200多
亩果林转让作为村集体产业，将景区门
票收入的 20%留作村里的集体经济收
入。村里在外企业家曾新为全村765户
村民赠送中秋月饼，捐资为在村的550
多名 60 岁以上老人承办重阳节“尊老
敬老”活动。民营企业家刘跃华为村部
捐赠价值约 5 万元的会议签到系统一
套，公益人士许志源为村小学师生捐赠
了价值约 1.5 万元的校服和价值约 10
万元的护眼灯。

乡村振兴展现委员力量
——走进省政协办公厅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的新田村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新田村弄子景区为乡村振兴带来活力。

邵阳作为长江支流资水的重要区
域，“十四五”时期如何融入长江经济
带建设，坚决守护好一江碧水？王小波
等10名委员提出的提案《关于加快把
邵阳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范畴的建
议》，经市发改委和市水利局办理，交
出了答卷。

资江流域保护常态化

通过立法和制定规章制度推动资
江流域保护常态化。2020年1月，我市
制定并实施《邵水保护条例》。目前《资
江保护条例》的立法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我市还制定了河长制6项制度，
推动“一河（库）一策”，完成125条河流
一河一策编制。“一河一档”全市河流
全覆盖。

通过落实河长制推动资江流域保
护常态化。目前我市全面构建了市、
县、乡、村四级河长、河警长体系，实现
了辖区内所有河流、水库全覆盖。按照
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管理任务较重
等原则，重新梳理、调整、核准需编制
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河流名录。
已完成市管河道邵水、巫水、赧水、夫
夷水、石马江5条河道的编制工作，大
部分规划任务提前完成。

通过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推动资江流域长治久清。我市2019年
启动实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四年

行动计划，全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覆
盖率明显提高。截至 2020 年底，新建
成污水处理厂22座、污水管网259公
里，新增污水处理量 62800 吨/天，实
现资水、邵水干流沿线建制镇以及全
国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计划
2021年新建污水处理厂32座，2022年
新建污水处理厂53座，2022年实现全
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基本全覆盖。

统筹推进“十年禁渔”和生态

渔业发展

持续巩固推进禁捕退捕。自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启动以
来，我市围绕禁捕退捕“四清”“四无”
目标任务，积极统筹部署，扎实推进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资水干流邵阳段
提前三个月实现了“四清”“四无”目
标，在全省“一江一湖、四水干流”水域
率先完成禁捕退捕任务。

积极发展渔业生产与科技创新。
全市严格实施《邵阳市水域滩涂养殖
规划》，在大水面养殖减少的情况下，
通过大力发展池塘养殖和稻田综合种
养，积极发展渔业生产，保证人民群众
消费需要。开展水库增殖修复，实现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渔业新格
局。积极发展设施渔业创新，有效提高
了池塘养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建设武冈市院士服务站优质淡水鱼类

育种中心，开展鱼类育种及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项目。

谋划推进“十四五”长江

经济带发展项目

“邵东渔业设施示范建设”“武冈
市渔业发展项目”“武冈市养殖特色产
业园项目”等渔业发展综合项目已纳
入我市“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库，总
投资超过15亿元。2021年我市计划开
展设施渔业发展示范创建6家，通过示
范创建一批高质量的设施渔业项目。

生态环境方面，2021年市重点项
目超过10个，总投资58.4亿元，2021年
计划完成投资18亿元。2020年，我市争
取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央预算内
资金1.118亿元，实施了隆回县小沙江
镇石材场综合整治项目，取得了良好成
效。今年，我市又向国家申报了邵东市
桐江河区域生态环境系统整治项目、邵
东市侧水河流域关停煤矿污染综合治
理项目、邵阳市洋溪桥污水处理厂外水
体黑臭问题整改及雨污管网提升工程、
邵阳市江北污水处理厂问题整改暨白
泥田-观音庵片区生态修复工程、湖南
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
修复（一期）项目等，申报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资金。项目的实施将有效地促进
我市资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守护一江碧水守护一江碧水 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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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绿岸，鱼游蝶舞的资江风景。 贺旭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