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知灼见话发展 集思广益献良策
——政协邵阳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委员大会发言（摘要）

区域战略层级和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对地方
发展的影响巨大。当前，我市锚定落实“三高四新”
美好蓝图，积极主动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给城乡区域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但仍然存在区
域定位不准、通道制约明显、平台功能较弱、产业集

聚度低等困难和问题。为此建议：
找准邵阳定位，主动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加强

区域战略研究，在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中，找准邵阳
定位和对接融入的契合点。

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区域协调发展动力源和增长
极。要坚持“一主一特，一特一片”发展思路，东部把区
位的优势做足，大力发展轻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
产业；西部把资源的文章做好，大力发展中医药、林业、
文旅、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要结合产业布局推动强中
心城区建设，做强做优实体产业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
业，让中心城区增强对周边县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承载力。完
善领导机制，成立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完善部
门协同机制，形成有效的部门联动、合作、协同格
局；完善工作考核机制，针对产业链在各县区的布
局，出台相匹配的考核机制。

探索区域协调发展路径，赋能邵阳高质量发展
——孙清良委员代表民盟邵阳市委会的发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我市基础教育事业虽有
一定发展，但离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很大差距。为

此建议：
优化教育布局，统筹教育资源供给。优化老城

区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布局，整合资源联合办学；合
理划分招生入学片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提升教师整体素养，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加
强教师招聘管理，优先补充紧缺学科教师；科学高
效选拔优秀教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培
训制度；加大“县管校聘”力度。

强化教学管理和教研支撑，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标准实施教学，进一步完善
教研工作体系，不断增强教学实效和备考针对性。推
动相关教学成果转化与应用，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教研
工作品质。推动县域内优秀学校结对发展。

强化教育优先发展保障，深化基础教育机制改
革。切实保障“两个只增不减”落地有声，优化教育
评价方式，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推进我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王朝阳委员代表民进邵阳市委会的发言

红旗河是资水流域邵水的一级支流。近年来，在
相关部门的综合治理下，红旗河的水质得到较大改

善。但还存在黑臭水体现象。城市河流污染治理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联动，综合施策。为此建议：

预防先行，打好河道保护人民战争。加强生态
环保宣传，建立河道管护的公众参与机制，让群众
在生态环保工作中享有更多的参与权、建议权与监
督权，达到全民治水、全民护水的效果。

控制为主，联动协同整治污染源。要控制好生
活污染源、工业污染源、建筑污染源。

修复为辅，多措并举恢复污染受体。要治理河
道脱水带，防止河道淤积；增加河道蓄水量，争取尽
快建好生态补水通道，做好水体工程恢复；尽量恢
复水生生物的自然环境，实现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多
样化和水生系统的良性循环；规划建设湿地，推进
沿河绿地建设，以绿道建设治理河道污染。

综合施策推动红旗河实现水清河畅
——何美艳委员的发言

我市蕴藏着巨大的中药材资源潜力和独特优
势，面对我市中医药产业面临的不足和挑战，建议：

健全中医药产业管理机制，加大政策资金支持
力度。制定出台我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完善产业扶持和激励政策。

科学规范中药材种植，加快标准化基地建设。

成立邵阳市道地药材资源保护繁育研究中心或中
药材技术研究实验站，建设邵东玉竹无菌种苗等良
种繁育基地；扶持邵阳市区域性制剂中心建设，制
定特色药材地方标准体系和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

强化协作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大力引导我市在外地发展的中医药企业家回邵投
资兴业，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学监管服务水平。
在邵阳学院等高校增设或扩大中医药学科建设，完
善大宗道地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鼓励企业参与中
药饮片炮制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增强中医药品牌意识，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设国家级中药材集散中心，打响“邵东玉竹”

“新宁博落回”“隆回金银花”等具有邵阳特色的
品牌。

强化对外交流，积极开拓市场。借助平台，利用
好港澳的贸易服务优势；成立邵阳市中医药产业发
展研究促进会，专注服务中医药产业发展。

推进我市中医药产业振兴
——罗华委员代表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发言

邵阳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源地之一，
民营经济一直是全市实体经济的主体，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但目前我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仍面

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为此建议：
全力抓好政策落地，提振发展信心。

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持续开展政策宣
传解读；加快政策落实落地，不断提高民企
的政策获得感。

合力推进纾困助企，破解发展难题。
优化金融服务，加强民企征信体系建设。

大力支持企业创新转型，增强发展动
能。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大优质企业培
育，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一批细分
市场的“单打冠军”和行业领军的“小巨人”。

着力提升政府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
量，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权益。

优化政策服务促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廖丹委员代表民建邵阳市委会的发言

近年来，雪峰山山地度假旅游高质量发
展，“神韵雪峰·云上花瑶”成为山地旅游的
一枝新秀。但在推进实践中，我们也遇到地

区协作机制尚需健全、项目支持欠力度、品
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建议：

建立区域务实协作机制。统筹推进与
怀化、娄底、益阳在建立旅游联盟的基础
上，加快区域内、区域间、市际间的资源整
合和协作。

加大项目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市直相
关部门加大对雪峰山地区旅游重大项目的
支持力度。

加强旅游品牌创建推广。支持将“神
韵雪峰·云上花瑶”纳入湖南省气候康养基
地创建名单，并作为省级旅游品牌重点推
广；落户一批重大文旅活动及山地运动赛
事，强化与线上线下合作，进一步助推“神
韵雪峰”旅游品牌提档升级。

擦亮“神韵雪峰”品牌，打造山地度假旅游新标杆
——奉锡样委员的发言

湘窖酒业作为湖南酿酒产业领域的
龙头企业，目前已成为集生产、园林、旅游
为一体的生态酿酒城、国家 4A 级工业旅
游景区，但对相关产业链和周边特色街区
的发展，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为此建议：

科学规划，绘好蓝图。挑选顶尖规划

团队，以湘窖白酒产业园为依托，科学编
制专项规划。

夯实基础，打造洼地。组织制定《推进
湘窖小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大对小镇
配套设施建设投入。争取省级支持，扶持
湘窖酒业建成省级白酒检测检验中心和白
酒交易中心。同时，不断完善产业园区和
城市功能配套。

筑巢引凤，壮大产业。制定出台《湘
窖酒旅文化小镇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
酒业关联企业落户小镇给予优惠。进一
步做大做强湘窖白酒产业，大力引进上下
游关联企业，建立本土白酒酿造原料供应
基地，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提质创新，擦亮名片。建设湘酒三千年
文化博物馆，组织湘窖酒业及关联企业积极
参加酒博会等全国性展会，结合湘窖酒封坛
活动，举办湘窖酒文化节，擦亮小镇品牌。

打造湘窖酒旅文化小镇
——陈国雄委员的发言

近年来，我市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
政策措施，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消费复苏
不及预期，下滑幅度明显。为进一步恢复
和扩大消费，建议：

继续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汽车消费、
支持住房消费、提升家电消费。

加大对实体零售业的扶持。政策上支
持鼓励实体零售店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
持邵阳优质农副产品，特别是邵阳红产品
入驻本地实体超市。

培育城市核心购物和消费商圈。立足
中心城区功能定位，大力培育城市核心购
物集聚区，以及重点商贸购物街；支持各县
市区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发展城市餐饮
美食特色区，支持各县市区办好美食文化
节等活动，打造特色美食街，鼓励发展夜市
经济。

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强金融对消
费领域的支持，优化服务管理质量，完善促
进消费长效机制。

进一步提振消费促进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陶超委员代表经济界别的发言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整理 申兴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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