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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位于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新邵
县鸿远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只见废旧铝制品被推
入锻炼炉膛，2台自动机械手抓取自动运输带上
炼制好的铝锭码垛……

“现在生产全程零污染、零排放。环保达标，效
益也越来越好。”新邵县鸿远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安枭说，以前村民在自家小作坊炼制废旧塑
料、铝锭，污水直排周边沟渠，炼制产生的恶臭气
体也随意排放，村里烟雾、臭味弥漫。

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后，该县开始建设雀塘
再生资源产业园，开展产业清退，走“特色化、专业
化、集约化、绿色化”的园区发展之路。投入资金
5000万元，关停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规范
原有废旧物回收和低级初加工企业，落后产能被
全面淘汰出园。同时，引入桑德集团（现更名为启
迪环境），建设高标准循环产业基地。

近年来，园区持续加强入园企业环评审批服
务，彻底杜绝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进入，并建成日处
理2000吨污水处理站、日处理1万吨污水处理厂。

“目前，入园企业废气、噪声污染处理全部达
标。废水通过企业自身、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厂3
重处理，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准。”雀塘循环经济
产业园管委会主任黄义红介绍，经绿色升级改造，
产业园涅槃重生，成为新邵县绿色发展的名片。

该县紧扣“五好”园区标准，把“一园三区”建
设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项目建设
的主阵地、改革创新的主战场。重点发展机械智能
制造、绿色循环经济“一主一特”产业，5家企业进
入全省上市后备资源库名单，其中凯通电子、众德
新材料、科瑞生物3家企业进入科创板后备库（全
市共5家）。2022年，新邵经开区实现技工贸总收
入200亿元，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8.8亿元；雀
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产值39.75亿元，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16.43亿元，实现税收3.03亿元；中安安
华10万吨再生铜资源化利用项目（省“三高四新”
重大产业建设项目）、鸿腾铝业15万吨再生铝棒
项目等竣工投产，成功纳入全省产业集群及培育
对象（第一批）名单；坪上高铁新城产业园引进东
顺集装箱竹木复合地板制造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立足特色工业，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新邵县将发展全域旅游作为推动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纳入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安排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打造了白水洞景区、岳坪峰国
家森林公园、白云岩景区、资江码头等一
大批重大旅游项目，全县旅游基础设施
得到极大提升。

宣传促销“火出圈”。要想挣钱，就不
要怕“吆喝”。该县在邵阳高铁北站、二广
高速等区域投放新邵旅游专栏广告，在
县城开展全域覆盖大宣传，在抖音、微信
短视频平台开播视频专栏，定期推荐新
邵旅游资源。“网红新邵”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来资江码头、灵犀塔等新邵有代表
性的网红景点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文旅融合有深度。近年来，该县主打
“湖南之心·康寿新邵”文旅品牌形象，培
育了一批有实力、带动力强的文旅融合
示范项目。以资江风光带如画美景、集散
中心完备的旅游服务功能为依托，注入
文化演艺、非遗展示、文创商品、文化体
验等元素，打造一个带动新邵全域、辐射
邵阳市区、省内一流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此外，白水洞景区新建了实景舞台，
经常性开展文艺表演进景区活动，丰富
了景区业态，增强了体验性；长寿清水景

区主打“康寿文化”吸引力，推出了清水
老街、康养民宿、生态产业、养生餐饮等
一系列与康寿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岳
坪峰景区则依托全国非遗“龙山药王医
药文化”以及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的红
色文化，吸引着游客前去体验。

研学旅游闯新路。白水洞研学小镇，
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课程最丰富、设施
最完善的研学基地之一。小镇以易地搬
迁扶贫集中安置点为依托，以“宜居·助
学·乐业”为宗旨，总投资约2亿元，建设
了校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基地占地面
积500余亩，可同时容纳3000名学生开
展研学实践活动，2021 年被评为“邵阳
市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目前正在积极创建湖南省研学示范基
地。基地立足产业扶贫，深入推进“文化、
旅游、教育”的融合发展，为本地居民提
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并建设完善了配套
设施。目前，基地拥有近80名教师、教官
与后勤团队。基地专注于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研学实践、国防教育、冬夏令营、成
人拓展、会务接待等各类型活动的组织
和开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求实精神，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同
时，积极推进白水洞村的乡村振兴，助力
白水洞景区成为邵阳旅游经济增长点。

突出全景新邵，打造全域旅游高地

隆冬时节，行走在新邵县的田间乡野，随
处可见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美丽画卷，一条条水
泥路蜿蜒向前、一栋栋农家新屋干净整洁、一
个个产业项目蓬勃发展……

近年来，新邵县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生活富裕”为发展目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
生活富裕，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必经之路。为此，新邵县制定出台了《新邵
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2022-2024年）》，整合专项资金2100余万元，
为各村发展壮大提供资金保障。同时，通过村
级人才培训、以奖代投、进步奖励等方式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

严塘镇白水洞村充分发挥4A景区的辐射
带动作用，大力发展观光型农业，无花果采摘
基地、太空莲基地、红心柚种植基地，吸引了大
批游客上门观光、采摘、体验。潭溪镇玄本村根
据当地种植高粱的传统和优质山泉水，利用闲
置的老村部场地建起酒厂；将长期闲置的30
多亩土地开发成水产养殖中心，养殖银鳕鱼、
中华胭脂鱼等名贵鱼种。寸石镇南岳村建成了
22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农贸市场，既治理了摆
摊设点的乱象，保持了交通畅通，又以摊位租
金和服务管理壮大了集体经济收入。

如今的新邵，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下，村集体经济正百花齐放。2021 年，该县共
有118个“集体经济薄弱村”；2022年，118个薄
弱村全面消除。截至2022年12月，全县经营性
收入总额为4645.37万元，村平均11.24万元，
同比增加72.9%。

同时，农村环境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
变。穿梭在新邵县的乡间小巷，无论是主干道，
还是房前屋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整洁卫
生。“过去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屋内现代
化，屋外垃圾成堆。现在垃圾有人清，污水有人
处理，厕所也城市化了........”说起农村环境的
变化，村民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从曾经的“脏乱差”到如今的整洁卫生，新
邵县农村环境的华丽嬗变，正是该县大力推进
农村环境整治的成果。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来
打，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树立典型，充分发挥村
民的主观性，扎实实施“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处
理，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特别是开展“星期
五大扫除”，更发挥了党员干部带动、引导、督促
群众自觉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作用。

此外，该县还全面深入开展农村社会公德
教育，以“乡风新不新、环境美不美、邻里和不
和、公益为不为”为切入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公德教育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先手棋
来谋篇布局，通过宣传、引导、教育，提升农民
精神面貌，促进乡风文明，铸造乡村振兴之魂。

该县413个村（社区）全部建立道德评议
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村民议事会等

“四会”组织，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严格
规范婚丧嫁娶操办事宜。“以前村里办一次白
喜事，爆火连天，影响环境，且花费不菲。现在，
通过公德教育，在红白理事会的监督下，红白
喜事大操大办现象基本杜绝了。”寸石镇南岳
村党总支书记石海泉说。

（下转7版）

补齐农村短板，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干群齐聚院落里，桑树底下话“桑麻”。

新邵县潭府乡水口村集中安置区。

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全景。

项 目 建 设 如 火
如荼、产业发展遍地开花，

县城宜居宜业、乡村生机勃勃、
人民安居乐业……近年来，新邵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大力
实施“二巩固三创建四大战略”，开拓创
新、真抓实干，获评全省平安建设重点
推进县、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等荣誉称号，以实干实绩交出
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

精彩答卷。

新邵县城全貌新邵县城全貌。。 李晓琳李晓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