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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经过近10年的精心管理，我这片
油茶林已进入盛产期。今年油茶长势较
好，挂果多，估计秋后可采摘油茶果子
50 万公斤左右，可压榨茶油 3.5 万公
斤。”7月18日，在新宁县钟氏油茶种植
基地，钟氏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钟海江在油茶林里期待着今年的丰收。

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生态产
业被视为“第四产业”。用足生态资源优
势，发展林业经济，从“土里刨金”到“守
绿换金”，可实现绿色生态价值增长。

“一户农民种植5亩以上油茶，就
有望实现脱贫致富。油茶盛果期可达
70 多年，一代脱贫可惠及子孙几代
人。”钟海江介绍，“目前我的基地已经
请了6个长期工，其中有两个家庭条件
比较困难，现在每年有3万元左右的收
入。到了除草、追肥、摘茶籽的时候，基
地还会招纳季节性工人80多名。”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念好
“山”字经，如今钟海江的钟氏油茶种
植基地已经成了“绿色银行”。

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坚持“一县一
特”发展林下经济，把推行林长制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培育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近年来，邵阳市探索出一条富有
地方特色的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发展路径。

新宁县初步形成了以崀山世界自
然遗产地为龙头，以舜皇山森林生态
旅游区、黄金牧场为两翼，以崀山丹霞
小镇等特色小镇、白沙等12个美丽乡
村以及一大批乡村旅游服务点、乡村
旅游景点为补充的全域生态旅游新格
局。城步苗族自治县因地制宜开辟林
下养殖、风能发电、生态旅游等具有特
色的规模、高效林业基地。邵阳县探索

“林菌”经营模式，在金称市镇青石塘
村结合老油茶林改造建立14公顷食用
红松茸种植基地。如今，邵阳县油茶、
邵东中药材、隆回金银花、新宁脐橙、
洞口蜜橘、绥宁南竹、武冈花卉盆景等
都成为了响当当的绿色富民产业。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林业产业
示范园 1 个、省级林业特色产业园 14
个，并建成8个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
地、41个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与此同时，我市加强林业科研团
队建设和本土专家能手培养工作，积
极争取设立院士工作站和国家级、省
级林草生态科研平台，重点攻克在林
业种业、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等领域的
技术瓶颈，推动林业创新链与产业链
深度融合。通过送专家技术、送科技服
务，增强林农科技意识，提高林农科技
技能，提升林农生产效益，充分发挥林
业科技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2022年，全市涉林企业、合作社等市
场主体总量同比增长52%，并培育了2个
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1个中国十大
花木企业、3个湖南省竹产业十强企业，5
个国家级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34个
省级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国家级、省
级、市级林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4家、64
家、82家。全市油茶林面积发展到14.67
万公顷，茶油年产量达4.5万吨，实现年
产值1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我市大力
实施“以竹代塑”工程，推动竹产业“提
质、扩产、延链”，着力打造的绥宁、新宁、
城步、新邵、隆回、洞口6个竹产业集聚
区，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以上。

绿水青山间的“生态财富密码”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王歧民 周志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邓瑶瑶）“厂房建设、技
术研发、设备升级等都需要大量资
金，是你们的贷款支持给我们企业
发展注入了动能。”7月25日，湖南
湘祥泵业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邵阳农商银行工业园支
行工作人员信贷回访时表示。

湖南湘祥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泵阀类产品研发、
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
型企业。该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及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今年 4
月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22年，受疫情影响，面临资
金周转困难。邵阳农商银行工作人
员在走访时了解该情况后，为其提
供 300 万元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该公司计划扩大经营，
在厂房扩建和增购生产设备上出

现了 1000 万元的资金缺口。邵阳
农商银行工业园支行了解情况后，
仅用了5个工作日，就以中小企业
担保的方式追加授信1000万元。

为推动民营企业发展，落实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今年以来，
邵阳农商银行出台了一系列工作
方案，深入园区、市场、商圈，主动
对接辖内中小微市场主体、新型农
业主体、种养大户和个体工商户，
积极探索研发小微企业授信产品，
不断增强金融服务能力。

该行推出了“微利贷”“创业
贷”“税易贷”“知识价值信用贷”
等普惠金融产品，以高效率、高品
质的服务，加大对农户、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等群体的信贷支
持力度，满足城乡居民、企业日益
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截至目前，
该行已发放小微企业贷款9.73亿
元，累计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1041万元。

邵阳农商银行：

延伸服务触角 助力民企成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谭晓健 谢银） 成品油
配送速度提升 30%；节日期间，公
路二次物流单日配送量达1900余
吨，创历史新高；全市系统没有一
座加能站发生油品断档、脱销……
7月20日，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邵阳石油分公司通报，上
半年，该公司较好地保障了全市成
品油供应，切实履行好了邵阳市成
品油供应主渠道单位的社会责任。

成绩得来不易，中国石化邵阳
分公司“数智化”建设功不可没。今
年以来，该公司创新打造“数智化”
调度指挥中心，将库站视频监控系
统、液位仪系统、承运商GPS车辆
运行轨迹监控系统和成品油物流
管理系统四大系统集成至调度指
挥中心，带动油品配送大幅提速。

我市成品油市场具有十分明
显的“假日经济”特征，汽油消费量
在长假和重要节日较平时成倍增

长。为优化资源投放和运力调度，
该公司利用“数智化”调度指挥中
心，对每一座加能站的现场车流量
和库存量、油库的可用资源、承运
车辆所处位置等进行实时动态数
据信息查看，及时准确掌握市场变
化，并根据实时动态数据信息快速
反应、精准调度、科学指挥，即时调
整优化资源投放和运力调度计划，
实现“资源、运力、市场”各要素的
最优组合。

在该公司“数智化”调度指挥
中心，两个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正
滚动播放各加能站实时库存和现
场车流情况，加能站的资源配置和
市场销售等情况一目了然。“自从
有了‘数智化’调度指挥中心，不仅
实现了一次物流、二次物流负责人
和分调、承运商调度一起集中办
公，还让配送工作更直观、更及时、
更高效。”该公司二次物流岗员工
邓玲说。

中国石化邵阳分公司：

“数智化”带动油品配送提质增速

2022 年以来，中国人民
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立足辖
内实际，坚持“普惠公益、融
合共建、分类推进、务实管
用”的建站原则，推动金融机
构与县、乡、村三级行政组织
建立“党建+金融”融合共建
机制，在全省率先探索乡村
振兴金融服务站“七站合一”
标准化建设。截至目前，我市
首批 20 个示范站已累计为
5000余户村民授信近2.5亿
元，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近
4800万元。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
邵阳市中心支行加强与乡村
振兴部门的沟通对接，选择
与乡村振兴重点村、示范村
和优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
作，致力打造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排头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
村振兴市场融资的主力军。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
行引导银行机构打造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用评级体系，
通过差异化的授信，保障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的信
贷支持力度。该中心支行结
合全市综合信贷支持、生产
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遴选

了一批金融支持示范点，并
给予 10 个至 50 个基点的贷
款利率优惠，降低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也
激发了农村新组织新业态经
营者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

该中心支行会同我市农
业农村部门先后发布多批次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白名
单”，覆盖家庭农场（含种养大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1100余家，发放贷
款21.25亿元，并成功创建县
级示范点480个、市级示范点
40个。

武冈市是我市辖内唯一
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
行从金融工作机制建设、金融
政策落实、金融资源投入、金
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基础
金融服务和助推乡村振兴发
展实效等多个维度，指导该市
争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示范
区。2022年，武冈市涉农贷款
余额突破110亿元，同比增长
25.8%，显著高于全市和全省
涉农贷款增速，有效发挥了示
范创建县增加乡村振兴投入
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加强对接深化合作

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王维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赵辉 刘志鸿） 继成
功办理全市首笔“带押过户”二手
房交易贷款后，7月18日，中国建
设银行邵阳市分行又配合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成功办理了全
市首笔“商转公”顺位抵押直转贷
款业务。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
面，降低人民群众购房成本，7月
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
各商业银行创新推出了“商转公”
顺位抵押直转贷款业务。7 月 10
日，市民肖女士在了解“商转公”顺
位抵押直转贷款政策后，先后到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行邵阳市
分行大安街支行咨询。建行邵阳市
分行住房金融部第一时间与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系，经双方审
核通过肖女士提交的资料申请后，

及时受理了客户“商转公”顺位抵押直转贷款业务。
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行邵阳市分行、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等单位的沟通和衔接下，7月18日，肖女士顺利
办理了35万元的“商转公”顺位抵押直转贷款业务。

作为国有大行，建行邵阳市分行始终秉持“金融为
民”初心，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便民
服务，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下阶段，我们将持续加
大银企对接，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为宗旨，践行新金融
理念，为推动邵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建行力量。”建行邵
阳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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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刘宗诚 封岳） 为深入
实施全市品牌强农和商标品牌战
略，进一步健全公共品牌共建共享
机制，7月21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召开全市“邵阳红”品牌建设暨
地理标志规范使用工作培训会。

此次培训邀请了省知识产权局
专家吴廷瑞现场授课。吴廷瑞从什
么是区域公共品牌、区域公共品牌与
商标的关系、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重
要节点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讲授了如
何推动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和打造区
域公共品牌，以此助推特色产业和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天，相关专业
人士还讲解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
商标使用、商标注册方法和规范专利
申请、“邵阳红”公共品牌建设现存问
题和解决办法等业务知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力度，进一步打通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为企业创品牌、树品牌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推进以商标为载体的品牌
经济和以地标为载体的特色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叫响公共品牌 做强特色经济

7月24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的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
节暨湖南（城步）高山农业博览会上，当地的生产商通过直播间推
销自产的特色食品。近年来，该县坚持以节为媒，通过“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的方式，不断融合文化旅游资源，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摄

7月24日，邵阳维克液压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项目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8月开园。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通讯员 肖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