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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邵阳人民实现了“飞

天梦”。2017年6月28日，国航执
飞的北京—郑州—邵阳航线抵达
邵阳武冈机场，标志邵阳从此进
入航空时代。截至2022年10月，
该机场通航城市达到了12个。

10 年来，邵阳又建成安邵、
武靖 2 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通
车总里程接近600公里，进入“县
县零距离上高速”的“新高速时
代”。2020 年，邵阳白新高速、永
新高速、城龙高速等 3 条高速公
路陆续开工建设。2021 年，邵阳
一次性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
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新新高速
也顺利上马，开创该市高速公路
建设史上的新纪元。

5年来，邵阳还完成411公里
的干线公路建设，使全市公路总
里程达到2.26万公里，位居湖南
第三。全市累计完成农村公路窄
加宽4483公里，率先在湖南完成
自然村通水泥路3726公里，实施
安保工程 5893 公里，危桥改造
315座，建成农村客运招呼站730
个，一条条产业路、旅游路、致富
路，应势而生。如今，邵阳正逐步
形成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骨
架，国省干线公路网络为主通道，
民航和各大运输站场体系为节
点，农村公路紧密衔接，功能完
善、四通八达的通畅、便捷、安全
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格局，逐步
从湖南昔日的“交通死角”嬗变为
通衢之地、枢纽之城。

“我来邵阳从事海鲜生意20
多年，对邵阳交通的变化感触格
外深刻。以前，我们回老家一趟，
需要几天几夜，现在坐高铁和飞
机，一天就可以打个来回。”福建
福州籍客商陈鸿福表示。

2022 年 6 月，邵阳荣获
“全国十大真抓实干推进老
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业转
型升级先进城市”称号，其典
型经验被国务院予以全国推
广，部分产业实现了在全国
甚至全球范围内从跟跑到领
跑的华丽转身。

“邵阳是湖南典型的老
工业基地，曾经生产或拥有
湖南全省第一辆汽车、第一
台计算机、第一台洗衣机等
多个第一，全国41个工业门
类中邵阳拥有39个。但在改
革开放之后的多轮经济转型
中，邵阳没有抓住机会，比较
优势日益丧失，最终导致工
业萎缩……”一位国有企业
的老职工介绍。

然而，邵阳长期作为湖南
“长株潭邵衡”产业群的一分
子，其许多先进的精气神尚
在。十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
邵阳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适时实施定向突破，在推
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
业转型升级中走在全省前列。

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邵阳围绕
机械制造、食品、医药等传统
优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作
用，精准对接战略合作伙伴，
加快智能化、品牌化、国际化
发展。湖南汽制改制为三一
专汽，建成“生态灯塔工厂”，
2021年产值突破150亿元大
关，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工程搅拌车生产基地，销量
占全球份额的 20%；邵纺机
的特种化纤设备填补国内空
白，是少数熔喷布设备生产
企业之一，为中国乃至全球
的新冠疫情防控贡献了邵阳
力量；湘中制药由华润双鹤
药业控股，成为全国最大的
抗癫痫药物生产基地，产品
占据全国80%的市场份额。

邵阳还主动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大力承接产
业转移。2021 年，邵阳市实
际引进省外境内投资增长
30.3%，园区主要经济运行指
标均实现 2 位数增长，邵阳
经开区成功晋升为国家级园

区，邵东经开区发展成为千
亿级园区。找准产业链发展
短板，构建现代产业集群。邵
阳积极引导龙头企业通过订
单调配、采购需求、投资合资
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
补链、强链、延链。依托三一
专汽，邵阳市引进汽零配件
企业100多家，总投资达200
亿元的三一汽车生态城加快
建设；与此同时，邵阳依托湖
南先进制造研究院、邵东智
能制造研究院、锐科机器人
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进
企业“设备换芯”“生产换线”

“机器换人”，人工减少80%，
产值增加 40%，加快了中小
企业“个转企”“小升规”“规
改股”“股上市”的升级步伐，
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单项冠军”企业：全球
70% 的 注 塑 打 火 机 ，全 国
40% 的 小 五 金 套 件 ，全 国
60%的书包产自邵阳。

邵阳还围绕外向型经济
搭建经贸合作平台，深入开
展与东盟、非洲地区经贸合
作。目前在东盟地区投资兴
业的邵阳人约10万人，企业
近2000家，总投资额达14亿
美元，总数和投资额均居全
省第一位。紧盯新兴产业发
展势头，加快培育新动能。邵
阳力争在“卡脖子”领域实现
突破，引进中电彩虹建成国
内首条 G7.5 盖板玻璃生产
线，产品广泛用于华为、三
星、小米等知名品牌手机终
端，眼下正在推进 G8.5+液
晶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已
引进产业链下游相关新一代
电子信息企业30余家。

邵阳还注重依靠创新驱
动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龙头
骨干企业参与国家“揭榜挂
帅”和“工业四基”等关键共性
技术项目攻关：三一专汽全国
首台纯电动无人驾驶混凝土
搅拌车正式下线，研发生产的
环保智能自卸车新技术国内
领先；邵纺机研发的旋挖钻机
在产品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
突破；拓浦精工智能制造成功
打造国内领先的可批量生产
厨电工业4.0柔性生产线，年
厨电产能500万台。

产业转型升级 让邵阳成为引商之都

“厂房怎么办？招工、融资问题怎么解
决……”邵阳籍海归学子樊祺 2020 年刚
回乡创业时，心情忐忑。但是，他的顾虑很
快就被眼前的事实打消了。原来，邵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服务企业的“保姆”第一时
间上门了解他的需求和困难。随后，园区
管委会3次为他召开专题调度会，彻底解
决了标准化厂房、启动阶段用工及水、电、
气等问题。

近年来，邵阳各级园区普遍建立招商
联络员、全程代办员、企业服务员“三员”
服务机制，全程为企业提供“保姆式”精准
服务，有效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全
市招商引资形成了“让主动担当成为一种
常态，让主动服务成为一种习惯，让主动
落实成为一种气候”的积极氛围。

“在例行走访中，我们驻企服务员得
知九兴鞋业还有2800多万元交通补贴没

有到位，当即将情况反映给园区企业服务
中心，结果补贴3天后到位；了解到企业
存在用工难题，我们组织28个小分队为
50家企业招聘员工4000余人；了解到企
业融资遇到困难，我们又主动给12家企
业融资8000万元。”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名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企业最为集中的邵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出台了产业发展十条、招商奖励十
条、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十条等优惠政策。

“十三五”期间，在邵阳，仅邵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便按既定政策给企业兑现奖金26
亿元。

如何让邵阳这块投资洼地更有吸引
力？近年来，邵阳在招商引资上推出“人有
我优”政策：即凡国内同级机构已出台的
优惠政策，邵阳均可比照落实，并可根据
邵阳实际，依法给与更加优惠的政策。

招商政策优渥 让邵阳成为乐商之土

宜商之地宜商之地 乐商之土乐商之土 引商之都引商之都
———湖南邵阳市变身投资洼地纪实—湖南邵阳市变身投资洼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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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领先的智能家电

制造示范基地——拓浦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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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1
日，全市第四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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