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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500米的麻塘山乡，挂在隆
回县西北边陲的雪峰山上。乡政府所
在地的兴屋场村，有一对小有名气的
夫妻，丈夫叫陈善琼，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妻子邹小芳是柘溪水库移民的后
代。两夫妻婚后 15 年如一日，不离故
土，扎根山乡，持之以恒念好“山”字
经，收成逐年好转，不仅自己走上了致
富路，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近几年夫
妻俩共计付出 300 多万元农民工工
资，200多户村民受益，其中80%是库
区移民和瑶族群众。

今年，两夫妻更是收获满满：600
亩“致富花”——金银花采摘产量超
过预期；400 亩中药材——牛膝大丰
收；以生产老树茶为主要产品的星移
茶厂列入邵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产品销到了欧洲市场……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12月10日，星移茶厂的
产品“云中仙”红茶在湖南省第十三
届茶业博览会上，荣获“茶祖神龙杯”
名优茶金奖。

“爱”在家乡不远行

1976年出生的陈善琼，因家庭人口

多，条件差，初中只读了一年，16岁的他
就出门打工了，先在广州和北海等地打
零工。后来又跟着六都寨的淘金队伍到
新疆、西藏等地淘金，走南闯北13年，29
岁了还没娶上老婆。2005年12月回家过
年时，经人介绍，陈善琼到离家1.5公里
的横排村去相亲。女方是比他小7岁的
邹小芳。刚要进门，发现火塘屋坐着4个
年轻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来相亲
的。陈善琼顿时心里凉了半截，正要离
开，可转念一想，来都来了，打个招呼见
一面，不行就算了。徘徊间，堂屋里走出
来优雅大方的邹小芳，果然漂亮。四目对
视时，不抱希望的陈善琼斗胆说：“你是
邹小芳吧，看看我怎么样？”

“留个电话吧。”邹小芳的回答给
陈善琼留下希望和期待。

邹小芳父母生了他们姊妹 6 个，
因为养不活这么多人口，邹小芳6 岁
时被父亲送给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山下
一户人家。可她一连6天不吃不喝，又
被送了回来。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她从
小懂事、能干，书也读到高中毕业。陈
善琼自从见了邹小芳就魂不守舍，第
二天又跑到横排村去找邹小芳。邹小

芳到仙石寺看戏去了，他又追到仙石
寺。接下来的时间，陈善琼每天电话打
个不歇气。一来二往，邹小芳被陈善琼
的真诚和热情打动。2006年农历正月
十六，刚刚散了元宵，二人便订了婚。
订婚后，陈善琼要去澳门打工，说早就
计划好了。可邹小芳坚决不同意，说不
能一世都打工，也不能让子孙后代都
打工，别人能靠山致富，我们也饿不
死。见陈善琼总是不表态，便生气地
说：“要出去打工也可以，订婚彩礼原
封不动退给你！”

就这样，打了 13 年工的陈善琼，
从此留在了麻塘山，留在兴屋场村。

咬定青山不放松

2006年5月1日，相识4个月的陈
善琼、邹小芳结了婚。婚后，在邹小芳的
张罗下，他们就在本乡流转了400亩土
地，办起了家庭农场，实施百亩辣椒、百
亩红薯、百亩旱稻的“三百”计划。经过
艰苦创业，夫妻俩小有收获。2009年，听
说猕猴桃市场价高，他们便在松竹村和
青山庙村租了400亩荒山投入60万元
栽种了猕猴桃。 (下转7版①)

同念“山”字经 共赴致富路
——隆回县陈善琼邹小芳夫妻的创业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王乐华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孙贤亮 罗伦国

“搭帮党的政策好，我们不仅
摆脱了贫困，还能在环境好的工厂
里上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12
月 11 日，来自邵阳县五峰铺镇的
脱贫户张建发向记者吐露心声，谈
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满是感激之情。
今年，在我市人社部门的帮助下，
张建发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找
到了一份从事电焊的工作，每月都
有4000多元的工资。有了稳定的收
入，张建发对未来经营好自己的家
庭充满了信心。

今年以来，全市人社系统围绕
就业帮扶目标，出台了《推进人社领
域乡村振兴工作实施的方案》，全力
推进就业帮扶工作。

精心编织“服务网”

完善农村劳务经纪人制度。为
帮助更多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
让就业帮扶政策惠及广大的贫困
劳动力，全市积极推行农村劳务
经纪人制度，并不断加大建设力
度。截至目前，各县市区全部建立
了农村劳务经纪人制度，全市建
立了拥有 3000 多人的农村劳务经
纪人队伍，充当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的“媒人”，就业帮扶力量进一
步壮大。

持续拓宽劳务协作空间。为推
进脱贫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进一
步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我市在推
行农村劳务经纪人制度的基础上，
发挥政府的纽带作用，强化企业与
务工者的合作交流，不断完善“政
府+企业+劳务经纪人+劳动力”四
位一体的招工模式，发挥中介机构
的积极性，推动劳动力合理流动，帮
助就业。

加大就业帮扶车间建设。全市
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要求，大
力推动就业帮扶车间建设，着力打
造“家门口”的就业车间，帮助脱贫
劳动力等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
地就业。为此，我市引进了操作方
便、技术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
的企业，在脱贫劳动力集中的乡
镇、村及易地搬迁安置点设立帮扶
车间，提供就业岗位，帮助无法外
出的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解决就
业问题，进一步扩大脱贫劳动力就
业总量。截至 11 月底，我市已建设
就业帮扶车间1110家，开发就业岗
位 8986 个，已吸纳 42720 人就业，

其中脱贫劳动力 11686 人。我市就
业帮扶车间建设总量、吸纳就业总
量以及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总量
三项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不断扩大劳务协作范围

认真开展培训活动。为提升农
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增强其市场适
应能力，引导和鼓励劳动者返乡创
业，我市人社部门加大政策落实力
度，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依
托职业培训机构，大力开展职业培
训，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农村劳动力
3.4万人培训。同时，我市发挥家庭
服务业底子厚、业务广的优势吸纳
就业，对有意愿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脱贫户做好调查摸底，集中开展技
能培训，积极组织供需对接会。今
年，市就业服务中心组织市家政服
务协会赴长沙天鹅到家开展家政
劳务协作，进一步拓宽了脱贫劳动
力外出就业途径。

强化招聘专场服务。今年来，
我市扩大劳务协作范围，秉承服务
实体经济、服务就业需求的理念加
强对接，开展多边协作，不断拓宽
合作广度和深度，让劳动力近就
业、就好业。我市全力推进专场招
聘活动，着力抓好春风行动、民营
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等活动；下半年，我市全力推进市
园区企业招工用工专项行动，经过
精心组织，在 2 个多月的园区企业
用工专项招聘行动中，成功招聘
7702 人，持续激发了发展动能、释
放了经济活力，为我市园区企业发
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在推动我市形成更充分、更
高质量的就业格局中，要发挥企
业主体的优势，通过企业的发展
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多。”市就业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
这一目标，我市鼓励、支持、组织
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省级就业帮
扶基地的申报工作，通过申报评
选的激励作用，进一步激发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根据脱贫劳动力
特点提供帮扶岗位，进一步拓宽
脱贫劳动力的就业范围，巩固和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筑牢稳就业“压舱石”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彭绍峰

今年以来，隆回县委县政府紧抓
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等战略的重大
机遇，统筹推进“三高四新”“三宜三融
三区”战略部署，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商贸“量质齐
飞”。1-11月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46亿元，同比增长16.8%；1-
10 月该县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2.2
亿元，总量排名全市第三。

繁荣消费市场加速内循环

今年，隆回县通过市场拓展活动、
创建示范、完善机制等措施，促进内贸流
通发展，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增长。

开展“三类活动”，拓展市场成效。
督促指导各大商家挖掘节日潜力，加
强优惠促销活动。在金秋季节组织开
展“迎中秋”“庆国庆”等节日促销活

动，国庆假日期间县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8.4亿元。组织县内8大商超
开展“乐享消费、湘当有味”消费促进
季活动；以协会为龙头，开展专业领域
消费促进活动。4月，县汽车行业协会
组织隆回春季车展，现场销售汽车
500多辆，销售额达6200多万元。7月，
县建材超市联盟联合红星美凯龙等
120 多家品牌建材商开展促销活动，
销售额达6000多万元；加强线上线下
融合，积极开展线上促销活动。全面开
展“双 11”返场、“双 12”促销活动，把

“6·18”“双11”这2个线上电商的促销
盛宴搬进实体商场超市，极大地促进
了居民消费。

优化提升商贸流通，持续拓展商贸
市场。隆回县通过开展“出实招、办实
事、助实业、创实效”行动，贯彻落实国
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减许可、
减材料、减时间，实行“一件事一次办”、

企业开办“一日办”，落实减税降费、金
融支持等方案，培育发展商贸市场。今
年，全县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
业17家，培育限上个体户39家。

扎实做好市场运行监测，保障市
场运行稳定有序。全县建立起7 大类
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商务领域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机制不断完善；
适时做好经济运行分析，及时掌握市
场供求状况，督促指导各大中型商贸
企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各节日
市场物资供应保障，保证市场平稳运
行。今年，集中对全县 47 座成品油加
油站进行年检，有效确保了全县成品
加油站点安全稳定。

扩大对外开放提质外循环

今年以来，隆回县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提高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活力。

“两仓”投入运营。1月19日，隆回
保税仓和出口监管仓建成并投入运
营。目前，通过出口监管仓报关的隆回
三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出口货物价值
133 万元，迈出了隆回外贸进出口自
主报关的第一步。

“破零倍增”企业增加。目前，隆回
自营外贸进出口企业92家，42家企业
体现了进出口实绩，新增“破零倍增”
企业8家，体现进出口总额达3000多
万元。 (下转7版②)

1-11月，隆回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6亿元，

同比增长16.8%，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在双循环中实现“量质齐飞”
——来自隆回县“商务为民、兴商富民、活商惠民”的报道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宁双奎 李子建 魏立中

12月17日，湖南省报业协会颁
发首届湖南“十佳”报业工作者奖，
邵阳日报社原党组书记、社长黄颂
明获得此奖项。

作为高级编辑、湖南省宣传系
统“五个一批”人才，今年55岁的黄
颂 明 ，在 职 业 生 涯 中 创 下 数 个

“最”——他是湖南报纸系统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中坚守岗位最久者之
一，领军邵阳日报社长达 12 年；他
是湖南报业在岗时间最久的职业报
人之一，从1988年大学毕业进入邵
阳日报社，在报社摸爬 33 年；他是
湖南职业报人中在各个职级阶段都
能干出成绩，闯出新路的成功报人
之一，在采编、管理、融合、理论研究
等方面，都创造了经济欠发达地市
的特色案例。

在黄颂明任邵阳日报社总编辑、
社长期间，报社连续多年获得湖南新
闻奖一等奖，报纸质量稳居省内一
流。邵阳日报社已获评首届湖南报业
大奖管理奖、首届湖南报业融合创新
奖十佳单位、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创新
发展奖、全国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奖、
中国报业媒体融合信息化和网络安
全项目优秀奖等。“云邵阳新媒体矩
阵”获评中国报业融合发展优秀案
例。云邵阳客户端获评中国报业新媒
体项目创新奖三十强。

他和周卫长合写的《最后的烛

光》为邵阳新闻界拿下第一个湖南
新闻奖一等奖。

他的《农村为何贷款难》成为邵
阳新闻界第一篇被党和国家领导人
批示并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文章。

他和报社新媒体中心的同仁共
同创作的MV作品《我在开满鲜花
的路口等你》首次将邵阳日报社、邵
阳、邵阳人的美好形象推到了北京、
上海、南京等全国八大一线城市人
流集中区的大屏。

他在都市报的黄金期率领一拨
新人将邵阳晚报培育成邵阳的主流
媒体和邵阳日报社新的经济支柱和
影响力支柱。

他在纸媒衰落期率领报社员工
逆流奋进，将一度落后的报业基地
建成全省最好的基地。

他在网络霸权时代转战移动
端，及时迭代传播工具和渠道平台，
以“云邵阳”为代表的新媒体强大了
报社的影响力，媒体融合走在全国
中西部地区同类媒体的前列。

调离邵阳日报社之际，获得
湖南首届“十佳”报业工作者荣誉，
回首33年办报路，黄颂明说：“如果
时光重来，还做媒体人。”

报业摸爬笃行人
——记首届湖南“十佳”报业工作者黄颂明

邵阳日报记者 罗 莹 刘昌鸿

12 月 17 日 ，洞 口

县高沙镇太平中学文

体广场，教师员工在进

行文艺表演。当天，该

镇举行“迎新年、展风

采 ”教 师 员 工 文 艺 活

动，教师员工以一场健

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

艺活动喜迎即将来临

的新年。

滕治中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