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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直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共收
到政协提案206件，办结率、见面率、满意
率均为100%。各承办单位紧扣提案内容，
聚焦问题焦点，出台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办
理好一件提案、集中解决好一批问题、推动
一方面工作，有效增强了提案办理质效。

围绕大局办提案，办理一批打基础管
长远促发展的大事、要事。针对《关于打造
中医药强市 建设好健康邵阳的建议》《关
于促进我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的建
议》等提案，市政府制定《邵阳市加快推进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邵阳市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促进了我市中
医药产业、康养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市文旅
广体局将《关于加快乡村民宿发展 培育
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建议》等提案办理纳入
年度工作重点，制定印发《加快发展精品旅
游民宿五年行动计划》《邵阳市旅游民宿管
理办法》。

立足改善民生办提案，扎扎实实为群
众办成一批实事、好事。今年，岳芙蓉、刘吉
元、释志东等三位委员均对市城区公交站
点科学规划提交了提案，市交通运输局根
据委员建议分别予以落实，市民出行更加
便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办理《关于加
快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建
议》时，出台《邵阳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
梯实施细则》，摸排符合条件楼栋单元
6580个，现已累计加装电梯30台、在建15
台，正在办理前期手续26台。

紧扣热点、难点办提案，破解了一批困
扰多年的难题、难事。道路交通安全一直是
困扰群众生产生活、又是委员们关注关心
的焦点，市公安局今年有 7 个提案 B 类件
都涉及这件难事。为破解这一难题，市公安
局持续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严格
落实“路长制”和农村派出所管交通机制，
持续推进源头安全、基础设施、交通秩序、
治理能力、基层保障“五大提升工程”，重拳
整治交通顽疾。

市直政府系统

提案办理
质效不断提升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邓思捷

今年，市直党委系统共收到市政协委
员提案 22 件，市委办、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所承办的提案
全部按时办结，办结率 100％，满意率
100%，回访率100%。

夯实基础，规范办理程序。市委督查室
安排专人对市直党委系统承办的市政协委
员提案进行分类，逐件清点、核对，确定好
承办单位。市直党委系统提案交办专题会
议对提案办理提出具体要求，规定办理时
限。在认真交办的基础上进行精心指导，开
展了提案办理工作业务培训。同时强化督
办，确保提案办理工作顺利开展。

健全制度，强化办理责任。在交办时明
确责任，对交办的提案要求各承办单位明
确承办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和具体承办人
员，实行三级负责制。在办理中加强沟通协
调，摸清情况，提出和落实有针对性的办理
措施。在办理后严格回复，虚心听取委员的
意见和建议，加强与委员的交流互动。

改进方法，提升办理实效。市纪委、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成立提
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对提案办理工作进
行部署和督办。对一些牵涉面广、办理难度
大的重点提案，办理前主动了解委员想法，
办理中主动听取委员意见，办理后与委员
面对面沟通。市委宣传部把提案办理与全
局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采取“五抓”
（抓领导、抓重点、抓协调、抓落实、抓宣传）
工作机制，今年该部承办的5件提案全部
提前圆满办结，满意率100%。

市直党委系统

承办提案
全部按时办结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邓思捷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聚焦0001号提案办理，看凝心聚力促高质量发展的邵阳篇章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邓思捷

今年是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之年。在市
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上，民建邵阳市委提出了《关于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建议》（第0001号
提案），指出我市的科技创新在全省处于中等水平，离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还有很大差距，并提
出了四条建议：提质“一廊”，加速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做
强“一谷”，打造引领创新发展龙头；建设“一园”，探索建
立创新研发飞地；搭好“一台”，提供全链条科创服务。围
绕提案办理，市科技局、市工信局、邵阳经开区积极作
为，书写了一份凝心聚力促高质量发展的邵阳篇章。

拓浦精工老釜牌智能家电生产线。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彩虹特种玻璃自动化生产线。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市工信局围绕提案办
理，从五个方面积极推进我
市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

强化政策支持，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近年来，我市相
继出台了《关于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倍增计划的激励措
施》《关于加快推进邵阳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的实施
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33条》《宝庆人才
计划》等支持企业科技进步、
人才引进、创新创业的系列
政策文件。科技、财政、税务
等相关部门切实落实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等扶持中小微企
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
2020年全市440家企业享受
研发优惠，加计扣除 9.1 亿
元；今年6月，市财政落实兑
现市本级2020年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奖补资金2800万元。

推进产品创新，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永锐电子、创

亿达实业、神怡医疗、亚洲
富士电梯4家企业的项目入
选湖南省“100 个产品创新
强基项目”，截至10月，已完
成投资1.67亿元，占年度计
划投资额的105.7%，累计实
现销售收入7.03亿元，申请
发明专利16项，已获得授权
9项，突破关键技术16项。

布局创新平台，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市工信局不断
提升企业对技术创新重要
性的认识，积极引导企业建
设研发中心开展研发创新。
截至9月，全市新增规模工
业企业79家，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102家，完成工业投资
298.8 亿元。55 家企业获批
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通达汽零、永锐电子、广
信科技等3家企业获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目前建成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6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7家、重点实验室4个、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3家、省

级新材料企业22家、省级新
型墙体材料产品企业24家、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4家、省
级双创示范基地6个。

加强校企合作，构建高
效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搭桥
牵线、项目支持等方式，鼓
励企业与市内外高校等科
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抓好品牌培育，提升企
业影响力。我市出台了《关于
做好 2021 年全市工业质量
品牌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通
知》，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
识，推动工业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我市工业品牌影
响力进一步得到提升。目前
我市有工业品牌培育试点企
业20家，认定“湖南省工业
质量标杆”2家，“湖南省工业
品牌培育示范企业”4家，“湖
南省工业领域知识产权运用
标杆企业”2家。

市工信局：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市科技局围绕提案建议，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
面的工作。

多措并举培育创新主体，持续壮大高质量发展生
力军。该局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持续优化资源配
置，催生发展新动能。积极贯彻落实《关于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倍增计划的激励措施》文件要求，一方面在现有
规模企业中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在对外招商
引资中，重点围绕七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引进高新
技术企业。去年培育和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共221家，增
速居全省第一；今年我市共推荐224家企业申请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总量有望突破450家，超额完成高企“倍
增”目标任务。去年入库34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速居
全省第一；今年1-10月，共512家企业参与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同比增长53.24%。去年78家企业获省财政
企业研发奖补资金2960.94万元，今年97家企业获省财
政企业研发奖补资金2907.82万元，保持片区第二。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解决“卡脖子”难
题。紧扣全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发展布局和部署，依
托湖南特种玻璃研究院、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两
大创新赋能平台，为创新发展提供源动力。依托突破

“卡脖子”技术的“两块玻璃”为龙头，规划建设“中国特
种玻璃谷”，吸引下游企业36家，形成了年产值100亿
元、目标300亿元的特种玻璃产业集群。今年，邵纺机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干法纺成套设备的研发与应
用”，邵虹公司、特种玻璃研究院“G8.5超薄玻璃基板研
发”两个项目纳入湖南省100个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今年新增13家市级星创天地，总量达52家，省级
星创天地22家，国家级7家。推荐1家申请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认定，现有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家；推荐3
家众创空间进行省级众创空间备案，现有省级众创空
间6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家。新增3家市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总量达18家；推荐3家企业申报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现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基地）16家。推荐邵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为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回县和邵阳县2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已成功创建省级高新区。推荐以湖南特种玻
璃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邵虹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和湖南特玻智造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人才聚集基地）为
依托单位，建设先进玻璃智造湖南省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力争实现国家级创新研发平台零的突破。

完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根据《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分市场及工作站建设
工作指引》，指导建设邵阳分市场，已于去年12月10
日正式挂牌投入运营，为全市科技创新搭建服务平
台。不断以“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方式，统筹科技要
素资源，为技术交易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综合服务。

市科技局
持续壮大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喜迎市“两会”建设新邵阳

围绕提案办理，邵阳经开区就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取得喜人成绩。

主要指标有新突破。今年1-9
月，园区共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610.4亿元，同比增长14.11%。其中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95.7
亿元，同比增长28.35%，占技工贸
总收入的 32.06%；输出技术合同
成交额 2.6 亿元，同比增长 108%；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85 家，同比
增长60.37%。园区现有企业590家
(含规模工业企业 169 家)，其中经
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80
家 ，同 比 增 加 116.22% 。2020 年
R&D 投入 8.26 亿元，同比增长
56.18%。截至今年 9 月，园区高新
技术产业企业从业人员18026人，
同比增长4.94%。

主体培育有新成效。邵阳经开

区通过对科技型企业跟踪培育，全
力发展“卡脖子”和“高精尖”产业，
着力提升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水平。
目前已规划布局了先进装备制造、
智能家居家电、新型显示材料“两
主一特”产业，初步形成了产品向
高端进军、产业链条向上下游延
伸、产业基地向高地迈进的现代特
色产业体系。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

“邵阳·蜂巢创客”、5 万平方米的
孵化器、100万平方米的湘商产业
园（创业创新园）标准化厂房。

研发平台建设有新作为。对标
“中国制造 2025”，紧盯“高精尖”
产业平台建设，建设特种玻璃研究
院、新型显示玻璃研究院，掌握生
产研发核心技术，为“两块玻璃”自

主化、自动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加快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建设国
家级数控工程技术研究分中心、数
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分室和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等18
家科研平台，其中5家为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创建了湖南省
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小型微型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容才平台。积
极对接省内外知名高校，已与中南
大学、湖南农大、长沙理工、邵阳农
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引进了老A电商学院、
阿里商学院等国内知名电商培训
机构培训创新创业人才，全方位推
进创新创业发展。

成果转化有新成绩。通过“设备

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就近
转化科研成果46项，助力三一专汽
14条生产线、富士电梯、通达汽零
等12家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升级。
实施自主品牌创新，打造了邵阳纺
机熔喷布生产设备、拓浦精工老釜
牌智能家电、华润湘中制药癫痫药
品、九兴鞋业露娜高端女鞋等近20
个“立得住、叫得响、走得出”的自主
创新品牌和产品，带动优势产业向
高价值环节延伸。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行动，引进机械制造领域数
控机加工、富兰地精密刀具、超硬金
钢石材料、特种泵等一批掌握核心
技术的项目落地投产，推进一批具
有竞争力的“高精特新”优势企业加
速集聚。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寻
求突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涌现出了多家破垄断、填空白、国之
最的高新技术企业。

邵阳经开区： 主体培育有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