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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德沃普电气有限公司的成套车间。
刘海 摄

2023年第三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邵东分会场，此次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0.6亿元，涵盖了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功能提升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功能、推动邵东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申巧凤 摄

▲邵东经济开发区鸟瞰图。

申兴刚 摄

10月25日，邵东市召开化解超期安置工作调度会议。真正做到思想上

更加重视、措施上更加有力、工作上更加扎实、落实上更有成效，全面完成

既定工作任务。 申巧凤 摄

邵东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刘海 摄

邵东经开区不断加快民生项目建设，构建教育配套设
施完善、医养服务水平较高、文化体育事业繁荣、社会和谐
稳定、居住环境优美的产城融合综合体，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近年来，邵东经开区持续完善和落实生活配套设施规
划，围绕入园企业职工的吃、住、行、娱乐、就医、子女入学等
实际问题，推进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功能品质，为民生
幸福“加码”。

安置区建设稳步推进。邵东经开区切实履行牵头抓总
作用，以民生福祉为导向，安置房项目建设提质提效。截至
目前，大田七组安置区三通一平建设完成；宣荫塘安置区垃
圾中转站、里安黄狮边安置区一期桩基础基本完成；里安景
秀路北安置区完成雨污管道铺设400米；新屋安置区建设
稳步推进，安置区清表及部分土路基已完成大部分；太和安
置区抽签到户后，安置户已启动房屋建设。工程建设的同
时，园区紧抓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对在建安置区进行3次全
面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园区环境逐步改善。为实现园区企业职工从“安居”到
“乐居”的转变，邵东经开区牢固树立环境优先的建设理念，
扎实开展环保基础工作。完成里安河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对
里安河金声路、连云路等地段共计1.53万米雨水管网进行
了检测，完成重点整改点位10处。组织相关人员对园区内
的300余家企业的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
置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建立园区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台账，
对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并督促落实。切实打
好“蓝天保卫战”，建立落实工地管理“8个100%”目标，要求
建筑工地围挡、裸土覆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等 100%达
标。今年，邵东经开区还对辖区内花坛、绿植、草坪进行多次
修整治理，补植民旺路、红岭路树苗13万株，铺装草皮3500
平方米，并对枯死乔木进行清理。如今的邵东经开区，绿化
面积不断增加，绿色园区生机勃勃。

教育配套日趋完善。邵东经开区立足自身实际，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不断优化中小学布局，加快园区内创新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第一实验学校、昭阳中学等学校的建设，确保
园区内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就近入学，全面消除园区内中小
学校大班额。截至目前，创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一实验
学校、昭阳中学、云山小学已建设完成，中伟梅岭实验小学、
实验中学已开工建设。

文明宣传继续升温。文明行为，是城市文明的缩影。2023
年，邵东经开区聚焦关键、突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对站前广场、绿汀广场原有的景观小品、宣传栏进行了
维护，新增各类指示牌、景观小品70余个。在辖区范围内的
绿汀大道、昭阳大道、兴和大道等主次干道上新增景观小品
108个，对破损围挡标语全部进行更换，所有高炮广告进行
更新，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如今，创文已然成为园区每个职能
部门的责任担当，融入到每一位市民的生活中。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园区极力配合街道办事处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全面实施安全生产“六化”（安全监管法治化、隐患
治理信息化、生产经营标准化、安全服务社会化、宣传教育全
民化、队伍建设规范化）工程；深化安全生产“两化一网”（通过
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构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责任网）建设，建
立健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长效机制，及时消除各类重
大事故隐患。同时，安全管家进企业，从专业角度为企业安全
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覆盖园区422家规模以上企业。截至目
前，共派出安全管家20余人次，排查企业36家，整治各类隐患
74个，其中，重大隐患1个，为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服务支持，确保“十四五”期间园区无安全生产事故。

产城融合谱新篇

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也是邵东经开区三十而立后再出发的第一
年。这一年，邵东经开区在跋涉和挑战中体验
知行合一，在开拓与创新中践行科学发展，成
功获批湖南自贸区首批协同联动区，成功创
建湖南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区，获评湖南
省开放十强园区。

调整园区空间格局。近年来，邵东大力
实施工业集中区规划建设，按照“1+4”园区
模式，先后规划建设了邵东湘商产业园、仙
槎桥五金创新科技工业园、黑田铺印刷产业
园、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等一批精品园区，
并加快水、电、路、气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有效增强了园区承载聚集功能，确保了重大
项目的顺利引进和建设。该区以邵东打造

“双六”城市为契机（城市建城区 60 平方公
里，城市人口60万人），按照“北优、南拓、西
控、东扩”的城区整体空间发展战略，加快主
城区扩容提质，推动主城区向南、向东、向北
扩张，拉大城市框架。

优化园区产业布局。邵东经济开发区
为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资源
禀赋条件、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不断调整完
善区域规划与政策，重点巩固传统优势产
业，着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
联网+电商、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
业，加快发展生命科学产业。“南拓、东扩”
战略可为园区发展预留更多工业用地，以
现有的调区扩区 445.90 公顷国有土地为起
步，积极对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向周边
拓展1600公顷。东南部主要依托“湘商产业
园”，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西南方主要发展
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等功能。打造城区

“一心二带四轴五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加
强与邵阳经开区、新邵经开区的联动建设。
促进区域城市功能、产业互动，基础设施连
接与共享，构筑开放、统筹、协调发展的城
市空间结构。

坚持以产业集群引领高质量发展，形成
“三基地、四组团”的产业布局。打造以皮具
箱包、打火机、小五金等支柱行业为代表的
主导产业基地；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能源、新材料等前沿科技为导向的新兴产业
基地；构建物联网+电商、企业科技服务为
平台的创新服务业基地。省级轻工业技术产
业基地（以东亿电气有限公司为代表）和省
级新型工业示范基地（以湖南德沃普电气有
限公司、显创光电为代表）共同组成东北部
工业组团；在兴隆公园和周边居住用地创建
服务配套组团；以亿利金属为代表的省级新
型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以邵东市中小企
业产业园为主的省级中小企业创新、孵化基
地的南部工业组团；成立西南面服务配套组
团。以“三基地、四组团”的产业布局推进园
区发展协调化、集约化。

三十而立再出发

凝心聚力，打造特色产业
集群。改革开放 45 年来，邵东
市的小五金、打火机、皮具箱包
服装、印刷塑胶产业已经形成
了具有较大市场规模、产业集
聚效应明显的特色产业以及独
具特色的企业品牌，在国内外
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

产业集群是转型发展的重
要牵引，也是邵东经开区提速
扩容、提质增效的强劲支撑。

“十四五”期间，邵东经开区依
托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发
展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了各具
特色、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多
元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巩
固传统支柱产业的同时，积极
打造以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中医药为代表的
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用
人工智能（机器人、机械手）改
造传统行业制造工艺，持续提
升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瞄
准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特色产
业，并由中低档向品牌档提升。
加快推进亮国科技、创亿达二
期、霞客乐房车、机器人等新兴
产业，围绕手机显示屏、触摸
屏、集成电路等产业链条，全力
打造晶博科技小镇和邵东电子
信息产业园。

高位推进，释放民营经济
活力。邵东经开区成立创建“五
好”园区工作专班，紧扣经济发
展主题，以推动惠企政策落细
落地为主要抓手，加速推动邵
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 1 月至 10 月，园区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 923.06 亿元，
同比增长 5.67%；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 579.02 亿元，
同比增长 7.67 %；高新技术产
业营业收入 543.98 亿元，同比
增长19.18 %；主导产业营业收
入 53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82%，亩均税收 25.21 万元。
在全省“五好”园区第一期“双
月通报”中，创新经验《大抓乡

情招商吸引乡贤回乡创业》受
到全省通报表扬。5月18日，园
区在全省推进“五好”园区创建
工作会议上就“引湘商回归，促
园区发展”作经验介绍。

真抓实干，完善要素保障
体系。如今，邵东经济开发区基
础设施建设波澜壮阔，如火如
荼。区内以昭阳大道、兴和大
道、金龙大道、衡宝路、公园路、
绿汀大道为主体的“两横四纵”
道路框架基本形成，市政和公
益设施建设全面铺开。

经济发展需要项目拉动，
项目落地必须首先解决用地问
题。宣传政策、化解矛盾、拆迁
房屋、安置居民……每一项工
作都需要深入基层，每一项工
作都繁琐且艰难。邵东经开区
通过财政注入、银信融资、土地
经营、市场运作等方式，不断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形成经济发
展“高地”。为协调解决建设中
的难题，邵东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率有关部门到园区现场办
公;邵东经开区主要领导深入
一线化解矛盾。今年，该区完成
征地8.2公顷、征用坟地3.2公
顷、拆除房屋 42 户、迁坟 210
棺、拆除过渡棚 32 间、调处矛
盾及阻工 256 起。全力化解超
期安置，落实该市超期安置调
度会精神。截至目前，已完成抽
签选地、货币回购923户，完成
37个安置区2124户三榜公示。
园区批回土地18.13公顷，准备
入窗审批29.93公顷，出让土地
7宗14.03公顷，实现出让收入
16892 万元。完成三类土地省
定年度处置任务，批而未供土
地处置率达到88.74%，闲置土
地面积处置率达到100%，低效
空闲土地处置率达到80.05%。
扩展园区发展空间，积极推进
调区扩区，拟定《关于核定湖南
邵东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
数据的请示》已提交省自然资
源厅审阅。

栉风沐雨奋进路

凛冬时节，邵东市
建设北路（北岭路—高铁线段）、

公园路（人民路—东风路段）等路段正
在火热施工中。

面对严寒，邵东经济开发区协调参建单位
抢抓时间节点，按目标倒排工期，全力组织施工
力量，奋力完成春节前主线通车目标。

近年来，邵东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邵东经开
区)立足“高标准、高速度、高效益”，全面落实“三高
四新”战略，充分发挥市域经济龙头作用，承接
产业梯度转移，依托邵东市场商贸物流优

势，争创“五好”园区和国家级园区，
推动邵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邵东经开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挺进全国百强、建设“三个邵东”、打造“三张名片”总
体目标，弘扬“干事、干脆、干净”的精神，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项目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打造“千亿园区”。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一个重大项
目，往往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批重大项目，往
往预示着新的经济增长极。没有项目建设，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不了，城乡功能品质提升不了，人民生活也
改善不了。邵东经开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发展
理念，按照“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要求，对标对表，
园区干部齐心协力，聚指成拳，不断夯实园区发展平
台，全力推进项目建设。2023年，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101 个，年度计划投资127亿元，新开工项目53个，
新竣工项目23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2845亿元。
大力推进醇龙箱包、中伟大道等重点项目建设。截至
目前，尊方堂、中通物流等项目已竣工投产。持续推
进企业上市“金芙蓉”跃升行动，帮助东亿电气、创亿
达、醇龙箱包等企业挂牌上市。已有14家企业成功
申报进入邵阳市重点上市企业后备库。东亿电气上
市完成，上市新主体成立东亿集团。

营商环境是项目主体的“氧气瓶”。营商环境的
优化升级，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高效运
行园区政务服务大厅，做到“园区事园区办”“一件事
一次办”，切实提高审批效率；加强诚信园区建设，以

“三送三解三优”、暖企行动等活动为载体，切实提升
企业与群众满意度。2023年8月31日，邵东市政府将
第一批30项赋权事项发文赋权至邵东经开区，园区
政务大厅于2023年10月26日揭牌运行，同时开通园
区工改系统审批账号14项权限。结合帮代办、“三送
三解三优”行动，共上门为企业和项目服务达80余
次。通过“金芙蓉”跃升行动加大规上企业培育力度，
2023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家，新增年营业收入5000
万元以上企业14家，入规企业数量位居邵阳市第一。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政银企对接会签约70.82亿元。

招商引资是拓展项目的“源头水”，是坚定不移扩大
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纵观邵东市上
半年招商引资数据，一条条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传递
出邵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积极动向。1-11月，邵东经
开区完成三重点招商引资项目37个，实现项目落地21
个，新引进重大项目9个，新引进三类500强企业3个。1-
10月，完成内资申报 106.99亿元，外资申报 1064.2万美
元。产业集群强劲发展，打火机和箱包产业于2023年获
评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打火机产业获评国家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园区现有国家级中小特色产
业集群1个，省级中小特色产业集群3个。

砥砺奋进新征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邵东经济开发区应运而
生。1994年3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为省级开发
区，2004年2月经省编办批准为副处级省级开发区，2010
年1月升格为正处级省级开发区，成为全球湘商十大最
具投资价值园区、全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新型工
业化示范园区、湖南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2020年9月，完成与原邵东生态产业园合并，园区核心竞
争力进一步增强。30多年来，邵东经开区“摸着石头过
河”，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为邵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相 关 链 接
▶首届湖

南（廉桥）中医药
产业博览会。

申巧凤 摄

◀2023 年
五金机电博览会
现场人气火爆。

刘海 摄

▼装备制造衡科铝膜生产线。 刘海 摄

笃 定 前 行 向 未 来笃 定 前 行 向 未 来
———邵东经济开发区改革发展纪实—邵东经济开发区改革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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