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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专家的实地讲解和示
范引导，我了解到怎样为果树修
枝、怎样加强管理才能让果品丰
产优质。”上月25日，双清区的果
农李文开心地说。当日，邵阳市春
风种养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赵
辉冒着严寒，为 9 名学员详细讲
解了无花果树的修枝、病虫害防
治、防冻管理等知识。

这是双清区加快构筑创新创
业人才高地，发挥“土专家”“田秀
才”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镜
头。去年获评“全国百姓学习之
星”的赵辉，是双清区火车站乡杨
柳村的致富带头人，入选第二批

“市级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
双清区是邵阳市的老工业基

地，也是全市唯一纳入湖南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类县（区）。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推出一系列
扶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加快构筑
创新创业人才高地，以人才集聚
引领高新产业集聚，以人才结构

调整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以高层
次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去年初，
按照创建“省级创新型区”工作要
求，该区出台《双清区关于科技创
新发展若干措施》“二十条”，围绕
重点多维度布局，聚焦“高精尖
缺”人才引育，注重培养学术技术
带头人。该区将引育的各类人才
进行分类评价，分标准兑现生活
补贴、住房保障、医疗保健、创新
创业金融支持等优惠政策。此外，
每 年 安 排 财 政 预 算 专 项 基 金
5000万元，设立科技创新奖和区
长质量奖，鼓励经济组织及技术
人才创新创业。

双清区聚焦经济建设主战场
和人才集聚高地，科学定位产业
发展方向，既突出本地产业特色，
又接轨前沿产业，充分发挥人才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中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去年，该区联合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城市学院、邵
阳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挖掘对口

专业人才，靶向引进 50 余位专
家，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新技
术、新成果落地转化，为驻联企业
解决技术问题50余项，协助开发
和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45 个，形
成技术标准6项，带动宝东农牧、
海哥食品、天香生物等公司项目
投资近 4000 万元，安置就业 300
余人，并助推维克液压与中南大
学深度合作，攻克技术难关。

该区还多措并举搭建人才平
台，做好人才服务，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的聚才作用和
延链补链作用。该平台涵盖潇湘
科技要素大市场邵阳分市场、双
清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

“紫薇众创空间”，致力打造“全链
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通过整合
资源，高效链接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创新资源，达成中小企业低
成本高效率进行技术（成果）交
易、创新资源共享、产学研合作对
接等目标。目前，已集聚专家人才
1185位，导入省内外高校102所、
省内外科研院所 137 所，积蓄已
转化和待转化科技成果5490项，
帮助 10 家企业完成技术改进升
级，成功孵化一批初创企业。

通过发挥人才高地的先锋引
领作用，双清区连续两年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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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唯一的“全省推动高质量发
展成效明显的县市区”。目前，该
区拥有规模工业企业 215 家、高
新技术企业75家，高新技术企业
产 品 增 加 值 达 127.5 亿 元 ，占
GDP总额比重达72.4%。

双清区：加快构筑创新创业人才高地
邵阳日报通讯员 张雪珊 邹春香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刘 毅
孙浏 周龙 刘有田）
上月中下旬，新邵县考察
团先后到广东省广州市、
佛山市等地开展招商引
资，主要以创建“五好”园
区为目标，聚焦“一主一
特”产业，进行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招商。

考察团一行首先拜
访了广东省湖南邵阳商
会，并同商会企业家代表
亲 切 座 谈 。该 商 会 于
2012年7月正式成立，现
有会员600余名、专家顾
问1000余名，涉足地产、
建材、电子科技、园林、环
保、五金、皮具、服装、餐
饮、贸易等行业，汇集了
侨银环保、东滕实业、好
普集团等一批颇具影响
力的优秀邵商企业。

广东省湖南邵阳商
会执行会长、好普集团董
事长颜盛繁表示，商会将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全力宣传和推介新邵，帮
助联系更多的优秀企业
家回乡考察交流、投资兴
业，为新邵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佛山市，考察团一
行先后参观了广东赢家
汽车拆解有限公司、广东
富华机械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及东顺木业有限公
司。该县同广东赢家汽车
拆解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合同，将引进该企业报废
机动车辆回收拆解利用
生产线建设项目，并与该
公司就废旧电子电器产
品拆解综合利用项目达
成意向协议。未来，双方
还将在“互联网回收平
台+城市矿产基地”领域
进一步深化合作，力争实
现年交易量达500万吨，
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
全力将新邵打造成“无废
城市”。

新邵县

精准招商

建链补链延链强链

岁末年初，洞口县花园镇西
中老街热闹非凡。位于蓼水河畔
的老榨油坊蒸汽弥漫，油香四溢。
狭窄的油坊内，挤满前来压榨茶
油的村民，难得一见的古法榨油
工艺吸引了众人围观。

今年 60 岁的邓集光是这家
老榨油坊的主人。榨油坊里光线
昏暗，邓集光的工作服上油渍斑
斑，沧桑的脸上油光满面。“坚持
古法榨油，靠力气吃饭。一晃 30
多年了，从青春小伙变成白发老
翁，力不从心咯！”忙碌的间隙，邓
集光一边整理着榨油的工具，一
边热情地招呼等待榨油的乡亲。

“28 岁开始学习榨油，后来
又承包了人民公社留下的老榨油
厂，几经变迁改造，还是坚持古法
榨油，方便周边群众。”邓集光回
忆，自己从小闻着油香长大，见证
了老街的繁华和落寞。

“榨油坊是老街人集体的乡
愁回忆，这么多年一直没变。”邓

集光说，西中老街也叫李家渡，榨
油坊临近蓼水河上的老船运码
头，曾经铺满鹅卵石和青石板，两
边商铺林立，蒸酒的、打铁的、卖
豆腐的……热闹非凡。后来，随着
公路拉通，大部分商铺外迁，老街
慢慢凋零。2021年，“一座红军烈
士墓 一家四代守护人”的红色
故事让沉寂多年的老街重焕光
彩。现在，这里正在打造红色教育
基地，前来探寻红军故事、学习红
军精神的游客多了起来，老街逐
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小小榨油坊里，邓集光和老
伙计尹显文忙得热火朝天。他们
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先将需要
压榨的茶油果炒熟，再将炒熟的
茶籽碾碎成粉，上蒸锅蒸熟，半小

时后，茶籽粉末在高温蒸煮下溢
出油脂。趁着高温，尹显文用撮箕
将蒸煮好的茶籽粉迅速倒入用铁
环固定的模型中，然后赤脚踩踏
初步成型，上液压机挤压，澄亮的
茶油汩汩而出，再经过过滤灌装，
一颗颗油茶果完成华丽变身……

“年纪大了，干不动了，用电机
代替过去的压榨手柄，半机械化！”
70岁的尹显文感叹道，传统榨油法
费时费力，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油
料中的营养成分，颜色金黄没有沉
淀物，还保留了独特的茶油芳香。

“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就开机
榨油，桐油、菜籽油、花生油、芝麻
油、茶油轮番上阵，只有农历三、
四月份做机械保养维修，暂停一
段时间。”邓集光说，今年的油茶

大丰收，每天要榨茶籽 700 多公
斤，1公斤茶籽可以榨出0.4公斤
左右的茶油。由于传统热榨法经
过机械高温，炼制出来的油品质
好，很受周边油茶种植户的青睐。

“这种原始的榨油方法很费
劳力，现在从事古法榨油的越来
越少了。”邓集光说，近年来，县里
大力推广油茶种植，促进乡村振
兴，油茶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以
上，他们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干这个都是体力活，有腰椎
病、颈椎病、肩周炎，还有胃病。”
邓集光说，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
他疾病缠身，但为了让这项传统
手工艺传承下去，他选择了坚守。

“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
传承、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不能辜
负父老乡亲们的信任。”

“不逮（偷）油饼，不揩油，凭良
心做事。”随着黄澄澄的茶油不断流
出，氤氲的油香温暖了整条老街，邓
集光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邓集光：古法榨油忆乡愁
邵阳日报通讯员 谢定局 林竹山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坚 杨川） 上月23日
上午，新宁县宏基华天大
酒店内热闹非凡，18 对
老年夫妻穿戴一新，参加
该县举办的首届“相爱相
伴六十年 优良家风代代
传”钻石婚庆纪念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由新
宁县纪委监委、妇联、民
政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参
加活动的“钻石婚”夫妻
年龄最大的达 88 岁，婚
龄最长的达 65 年，他们
中的大多数都是四世同
堂甚至五世同堂。

活动现场布置以红
色为主基调，爱心照片墙
上一张张笑脸温馨暖人。

“钻石婚”伉俪们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纷纷按上
象征“开枝散叶”的指纹
花瓣，换上喜庆新衣，帮
彼此佩戴好胸花，为专属

于他们的纪念活动精心
准备着。

金石镇祥云村的曾
宪祝、夏田方夫妻以及家
人分享了他们艰苦岁月
里相依相伴的家风故事。
志愿者们献上花鼓戏、古
筝演奏等精彩纷呈的节
目。子女们为年迈的父母
送上鲜花，将父母深深拥
入怀中，道出感谢。主办
方依次为“钻石婚”夫妻
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并送
上寓意“一辈子”的纪念
品。在“爱的传承”环节
中，两对新婚夫妻代表许
下庄严的婚姻誓言，表示
将学习老一辈的优良家
风。两对钻石婚夫妻代表
为他们颁发结婚证，祝福
他们恩爱一生、百年好合。
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18对老人共庆“钻石婚”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文浩 通讯员 赵宇峰）
1 月 1 日，邵东市斫石曹乡
梧桐村，在邵东市教师进
修学校驻村工作队和村
中乡贤的爱心赞助下，该
村开通了到廉桥镇的免
费直达班车。

梧桐村是脱贫巩固
村，坐落于海拔650米高
的梧桐山上。脱贫攻坚以
来，村里基础设施条件大
大改善，并大力发展了芍
药、黄桃等特色种植产
业，相继举办了芍药花
节、黄桃节，吸引数万游
客前来游玩。

平时，梧桐村的村民
坐班车要步行 4 公里山
路到八老公路主干线搭
车。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经多方
努力，汇聚乡贤力量，在
廉禾客运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拉通了免费班车。

“只要是梧桐村的村
民、常驻人员都可以免费
乘坐。”梧桐村党支部书
记陈声和介绍，免费班车
上午、下午各一趟，往返
梧桐村至廉桥镇，单程
15 公里，不仅方便村民
出行，也有利于群众将
药材、农副产品销售出
去，同时为前来赏花、采
摘黄桃的游客增加了一
种出行方式，拉近了偏远
山村和外面集市的距离，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免费直达专车开进梧桐村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黄又生 阮正强）
“现在好多了，只要到一个窗口，一个小时不
到就办妥，节省成本上千元。”上月末，邵阳县
一新办企业法人领取营业执照后感慨。据估
算，邵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实施“最
多跑一次”改革以来，为企业、个体工商户节

约办证成本上百万元。
去年4月起，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最多

跑一次”改革。邵阳县市场监管局按照能简尽简、
该减尽减、能合尽合原则，编制了“最多跑一次”
改革事项清单，将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65个
涉企登记事项列入清单，集中在登记窗口办理。

同时，设立了“最多跑一次”全程电子化自助服务
区，让“数据流转”代替“企业跑办”。申请人可以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企业登
记等相关业务，实现服务由“面对面”到“键对键”
的转变。此外，该局推出“一厅办理、一窗受理、一
站导办、一网通办、一次办成、一单速达”标准化
服务，客商和群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1个小时
内就能办好登记手续，领到所办证照。

据统计，2021 年，该局注册登记窗口共
接待办事客商和群众3900余人次，办理“最
多跑一次”业务1079件，全程电子化发证228
户，群众满意率达100%。

邵阳县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

群 众 办 证 年 省 百 万 元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月23日，新宁县金

石镇月汉村脐橙种植基

地，瑶族姑娘正在台上表

演芦笙舞。为鼓励人们通

过“抖音”等网络平台宣

传推介崀山脐橙，当天，

该县举行了首届崀山脐

橙抖音作品大赛，并结合

该活动穿插了许多以宣

传崀山脐橙为主题的文

艺表演。

邵阳日报通讯员

郑国华 蒋冬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