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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4·权威访谈

3 月 30 日，

一批学生在教师

和家长的带领下

走进武冈市邓元

泰 镇 赤 塘 村 茶

场，参加采茶劳

动体验活动。

郑国华 摄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
日出版的第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有关重要
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来自
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
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
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
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
的根本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

文章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
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

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
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
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
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
济、共襄大业。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不断巩固发展全国各
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3月21日，随着邵东市东部乡镇
振兴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1.5亿元
贷款的顺利投放，农发行邵阳市分行
贷款规模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

作为我市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
银行，农发行邵阳市分行坚持以服务
乡村振兴统揽支农全局，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引政策性金融“活水”
浇灌宝庆大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深耕主业，筑牢粮食安全

“压舱石”

走进洞口县岩山村高标准农田
建设现场，数台挖掘机、推土机正在
来回穿梭，将高低起伏的田块推平，
把错落分布的“小田”整合成平整连
片的“大田”。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尾声，
岩山村的春耕生产也正在有序推进。

“以前，这一片田杂乱无章，现在经过
改造后，机耕道通到了家门口，水泥
路修到了田中央，大大提高了耕种效
率，相信今年一定能增产增收。”岩山

乡一位村民介绍。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将极大
提升土地机械化耕作水平和产出效
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更高。

近年来，农发行邵阳市分行深入
落实“藏粮于地”战略，运用“农地+”
模式，持续推进农地流转和提升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累计发放
农地贷款 46.59 亿元，推动实现全市
高标准农田投融资创新全覆盖。同
时，全力支持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
购，累计投放粮棉油贷款25.44亿元、
支持收购粮食 82.21 万吨；投放 7000
万元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贷款，支持地
方国有粮食企业“退城进园、退城进
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筑巢引凤，打造产业集聚

“磁力场”

武冈市是湖南省14个乡村振兴
示范县之一，享有“中国卤菜之都”的
美誉，豆制品加工产业是该市的传统
优势产业。但受环境、用地、资金等因
素影响，其豆制品加工企业分布零
散、市场竞争力偏弱，难以形成产业

集聚效应。为了支持武冈市以产业振
兴助推乡村振兴，农发行邵阳市分行
充分用好创新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县

“二十条”差异化优惠政策，2023年投
放贷款1亿元，支持武冈市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
配套设施，提升软硬实力，建设集产
品生产加工区、冷链物流区、产品研
发中心等区块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该
项目建成后，将吸引当地豆制品产业
上、中、下游企业入驻发展，有效集聚
资源和优势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向更
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间接带动周
边居民就业增收。

这是该行大力支持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农发行邵阳市分行按照
“打造特色、做优基地、建链延链”思
路，支持精细农业发展，全力做好“产
业”文章。围绕“一县一特”农业品牌，
投放贷款 29.4 亿元支持茶叶、中药
材、龙牙百合、南竹等县域优势富民
产业发展壮大； (下转7版①)

金融“活水”润大地
——农发行邵阳市分行助推农村高质量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罗小钰 罗鑫涛 苏 里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佐丽娜）
3月29日下午，刚结束走访调研的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意外
收到了一份来自被投诉人的“感
谢”。自进驻邵阳以来，第三督察组
已多次收到投诉人来电感谢，但收
到被投诉人的感谢还是第一次。

3月14日下午，省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接到群众来电投诉，
反映一家木炭厂大气污染影响居
民。随后，督察组立即派出人员奔
赴现场核实，将相关问题向邵阳市
转办。

接到转办单后，隆回县相关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核实确实
存在相关问题后，当天晚上就对该
企业暂停生产用电，着力解决群众
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有速
度，也有温度。仅3天时间，该企业
在隆回县委、县政府和横板桥镇人
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帮扶下

重新选址。相关部门在政策范围内
开辟了绿色通道并提供技术支持，
指导帮扶企业开工建设。在市县乡
联动下，企业驶入了迁建扩快车
道。站在新的起点，对于未来发展，
企业负责人也信心满满，打算在原
有年产1000吨竹炭产能的基础上
扩大到年产5000吨。

在驻地的督察组副组长张智
武代表督察组收下锦旗，并感谢群
众对督察组的信任，再次和企业负
责人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在整改中规范市
场主体行为。他指出，被投诉人给
督察组送来锦旗，说明我们的督察
工作在推动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
解决上见到了实效，得到了人民群
众的肯定。在今后的督察工作中，
我们要继续发扬不怕困难的作风，
迎难而上、动真碰硬，把各项工作
做得更实更好更到位。

一份来自被投诉人的“感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汪庆华） 4台雾
炮机开足马力作业，围挡上喷淋设
施喷出袅袅雨雾，现场裸土全部披
上了“绿袍”……3 月 27 日 16 时
许，走进邵阳经开区邵阳铁路货栈
查验场项目工地，防扬尘设施一应
俱全。

前不久，这个项目工地却是另
一番模样：未做任何防尘措施下挖
渣土，产生大量扬尘，影响周边居
民生产生活。3月23日，省第三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其列入第九
批信访举报问题，并向我市转办。

变化的背后，是邵阳经开区
快速处置，积极推动该信访件的
办理落实，实现了项目工地的“华
丽转身”。

在接到市级交办之后，邵阳经
开区高度重视。3月23日，园区党
工委、管委会分管领导带队，产发
集团、区质安站、环保直属分局相
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邵阳铁路
货栈查验场项目调查核实情况。经
过调查，发现该群众反映情况属
实。园区建筑工程监管部门立即下
达工程整改通知。

为推动环境问题加快整改，邵
阳经开区成立了以质安站牵头，开
发建设局、环保等部门配合的督导
组，督促指导项目针对问题立行立
改。在园区的指导下，项目施工方迅
速在项目围挡上添置了喷淋系统，
匹配了4台雾炮机，并安排了一辆
洒水车用于降尘作业，对开挖裸露
黄土用绿网覆盖。 (下转7版②)

邵阳经开区快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信访件问题整改

让扬尘不再“飞扬”

城步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近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委书记余勋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大力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
县、人才强县、开放活县’战略，围绕
打造‘一都二地三区’，坚持以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抓好重点
项目建设，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
好独具城步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奋
力夺取全年经济‘满堂红’。”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健全科
技创新机制，强化财政科技投入引
导，用好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城步工
作站平台，统筹协调重大科技任务、
重要平台、关键人才等创新要素，进
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持续推
动传统产业延链补链固链，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新质生产
力。大力支持七七科技、南山金竹、佳
能农林科技、白云湖生态茶业等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加

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三化”示范项目，培育国
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紧紧围
绕“加强农业，做特农业”的发展思
路，树立大农业观，集中连片发展奶
业、精品果蔬、茶叶、南竹、中药材等
产业，深入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
行动，打造“南方第一乳业”“湖南第
一峒茶”“高山延季蔬菜”“特色苗乡
水果”等一批响亮的品牌，提升农产
品的附加值和产值。聚焦工业提质增
效，通过规划、布局产业链方式，完善
乳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竹木产品加
工业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带动力、
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以最强战力、最
优服务推动南山牧业、南山金竹等企
业上市，力争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长7.5%以上。紧紧围绕“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工作思路，举全县之力办好
第三届邵阳旅游发展大会，积极规划
发展“文化+旅游”“康养+文旅”等新
业态，着力打造十万古田、两江峡谷、

高山红哨等科考和生态体验基地及
桃林、边溪等少数民族特色古村落展
示基地，同步推进巫江夜游、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城步段、古苗文石刻群保
护利用等一系列重大文旅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
发展。

坚持以扩大投资为支撑。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理念，实行“一项目一
专班”推进机制，集中抓好城龙高速、
南山大道提质改造、县城供水管网等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以及城建、
民生等领域短板弱项，做好项目的前
期规划，力争更多项目列入省、市重
点项目盘子。坚决打好招商引资“主
动仗”，扎实推进“湘商回归”和返乡
创业工作，持续开展“迎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活动，综合运用以商招
商、亲情招商等有效方式，着力引进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重点引进“三类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和湘商回归项
目。持续开展招商“大比拼”活动，用
好招商引资绩效考核办法，确保项目
签约落地。

(下转7版③)

走好独具城步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访城步苗族自治县委书记余勋伟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易 鑫 通讯员 阳望春 陈科帆

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