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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月 14 日，新宁

县金石镇飞仙桥村

山坡上，2 台炮机正

在施工作业。今年，

该县动工改造江黄

公路，途经金石、水

庙、麻林、黄金4个乡

镇，全长54.18公里，

路面宽 8.5 米，项目

总投资90637万元。

郑国华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孙良才） 7 月15 日，邵阳
市2024年转业军官和士官岗前适应
性培训班正式开班，助力112名转业
军官和士官从军营到地方经济建设
华丽转身。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转业军人
们精神抖擞，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讨
论，展现出了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和
学习精神。参训的董贤蒙说：“这次
培训就像一场及时雨，让我们在迷

茫中找到了方向。不仅学到了实用
的知识和技能，更让我们有了去迎
接新挑战的信心。我将珍惜这次学
习机会，努力提升自己，为建设美丽
新邵阳贡献力量。”

本次培训将持续5天，课程涵盖
政策法规解读、职业规划指导、心理调
适、保密教育、公文写作等多个方面，
培训内容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旨在
帮助转业军人快速融入地方、开启新
的职业生涯、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我市2024年转业军官和士官岗前适应性培训班开班

助力转业军人华丽转身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月） 7月14日，在市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基地，由市地震局组织的“地
震科普 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科普夏
令营开营，我市各地中小学的近 50
名学生参加。

活动中，同学们依次参观了张
衡地动仪模型、地震成因模型、地震
监测、建筑减隔震技术、地震预警原
理等模块，体验了“地震体验屋”

“VR地震避险实训”等项目。在随后
举办的科普讲座中，市地震局工作
人员结合视频内容，从“什么是地
震”“地震带来哪些灾害”“怎样减少
地震灾害”“遇到地震怎么办”四大
知识点展开全面讲解，让大家深入

了解地震的相关知识和地震时该如
何自救与互救。活动还发放了市地
震局编印的《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
读本。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防
震减灾知识传播给身边的同学和家
人，共同掌握防震减灾知识，提高应
急自救能力。

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地震48周
年纪念日，此次夏令营正是我市开展
唐山大地震纪念日系列宣传活动之
一。下阶段，市地震局将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市民群众的
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努力
防范和化解地震灾害风险，不断提高
我市防震减灾综合能力。

我市防震减灾科普夏令营开营

学安全知识 过快乐暑假

播企如种，立根固本。
实施八大行动，推进主体强身，

力促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创新创造、
链式发展，是省委作出的重大部署。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创造
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手，高位高点推
进，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各
类市场主体上规模、增实力、提效益。

截至目前，全市实有市场经营主
体540080户，同比增长12.68%；其中，
企业126096户，企业占比23.35%，同
比增长15.16%。

筑厚“增主体”服务盾

“现在是行业风口阶段，企业所
需要的流动资金急剧增加。兴业银行
发放的200万元贷款，切实解决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近日，湖南众德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湖南众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位于新邵县酿溪镇的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业从事电
池制造和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作为科
创企业，缺乏抵押担保一直是困扰企
业融资和进一步发展的难题。

了解到企业所需所盼后，市场监
管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做好融资对接

“说客”；兴业银行邵阳分行立即安排
专人为企业提供专属服务，短短几天
就完成了从审批到放款全流程。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发展之

基、活力之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
焦市场主体需求关切，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倾心倾力做强全周期、全流程、
全要素服务保障，厚植企业生长土
壤。

该局充分发挥市级经营主体强
身行动推进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着
力培育个转企种子库，净增个转企
3858户；大力推行经营主体准入准营
退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将涉企的122项经营许可事项集
中在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将企业开
办必要环节压减为企业登记、印章刻
制、申领发票3个，企业设立登记时间
压缩至0.5天；将注册资本1000万元
以下的市区私营企业登记以及药品

零售许可、三类医疗器械零售许可、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特种设备使
用登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等许可事项直接下放至各县市区市
场监管局就近办理；全面推行首套印
章刻制免单服务和证照、公章免费寄
递服务，实现企业开办“零费用”。

激发“强主体”动力源

电脑的一端，企业可随时“点
单”，发布质量服务需求；电脑的另一
端，质量专家可实时“接单”，根据企
业需求提供“定制服务”……这是洞
口县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
的应用场景。

“我们选择认证、计量、专利、标
准等服务机构时不再担心‘踩坑’，而
且能够及时获取行业前沿信息，服务
很便捷、很贴心。”这是企业对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的评价。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
的建立，能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在质量
提升、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等方面的
难点、堵点和痛点，为企业、产业和园
区提供本土化、就近化的解决方案，
以高效能质量服务给多方带来更便
利、更精准、更贴心的体验。”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到今年
9 月底，我市每个县（市、区）将推进
建成并实施运行一个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站。
市场主体倍增，不仅是数量的增

加，更是质量的提升。
聚焦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一方面组织开展标准
助企纾困、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小
微企业认证提升等行动，邀请专家坐
诊并出具诊断分析报告，为企业提出
改进建议；另一方面结合强链护链行
动，深入企业进行发明专利挖掘和布
局，推动发明专利快速增长。

截至5月底，我市完成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13780万元；新增专利授权
1193 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117 件，
总量1636件，同比增长23.29%；每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达 2.57 件，增长
24.15%，两项增速均排名同类地区
第一。

枝 繁 巢 暖 凤 来 栖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曾少石 王海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旭芳） 7 月 11 日，国家
级科技小院授牌暨建设工作推进会
在武冈市举行，武冈 3 个“国家级科
技小院”——辣椒科技小院、大豆科
技小院，铜鹅科技小院获得授牌。

科技小院是直接建在农业生产
一线，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
培养于一体的新模式。去年，武冈市
与湖南科技大学合作，挂牌成立了

“辣椒科技小院”，短短半年多时间，

科技小院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武冈农业提质升
级上取得了成效。晏田乡通过大力
建设生产基地，打造特色加工厂，目
前辣椒基地已发展到130余公顷，打
造富硒辣椒示范基地40公顷，建成5
家辣椒加工厂，开发本土特色辣椒
产品12个，建设2个高科技大棚，落
地3个省扶持项目，实现了辣椒产业
链全覆盖。

铜鹅一直以来是武冈传统、主

要的农产品，2023 年武冈铜鹅产业
在湖南科技大学和各级科技部门、
科协的指导支持下，开展了品种提
纯、反季节繁殖技术的研究，取得良
好效果。目前武冈铜鹅已经形成以
30余家种鹅养殖基地、3家规模加工
企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年出笼铜鹅
120 万羽。2024 年，武冈市和湖南科
技大学开展武冈卤铜鹅与中医传统
文化的研究课题、科技小院申报工
作，进展顺利。

3 个国家级科技小院落户武冈

种下无花果种下无花果 带富一群人带富一群人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王朝帅 通讯员通讯员 邹小艳邹小艳 曾玉娟曾玉娟

彭跃志回忆道：“2015年，我买了
8000株无花果树苗，把7000株送给了
40户村民种，后来他们中有人扩大了
种植面积。”

近年来，两塘村40户村民在彭跃
志的带动下纷纷种上无花果树，不仅
富裕了家庭，还在村子里营造出勤劳
致富的好风气。68岁村民彭雪珍，独自
一人种上200株无花果树，靠着它们一
年收入2万余元，家庭经济彻底好转；
70岁村民李良春，种植300株无花果
树，年收入达到3万余元，相比其之前
种植的葡萄收入，翻了好几倍……

今年，两塘村40户村民无花果种
植总面积达到13.33公顷，年产果量预
计20万余公斤，以每公斤30元至40元
计算，将为村子积蓄数百万财富。

除了带领村民种植无花果树，彭跃
志还解决了村里部分待就业人群的就业
苦恼。他每年聘用数位村民工作150天，
累计发放20万余元工资。无花果采摘高
峰期，彭跃志雇佣10余位村民在果园劳
作，摘果实、运输和送货；平常时候，则雇
佣6位村民为果园除草、开沟与搭棚。

“我作为一名村干部，一定要树立
勤劳致富的榜样，再带领村民过上更
幸福的好日子。”彭跃志说。

经了解，彭跃志主要在抖音短视频
平台及微信朋友圈销售无花果，其次开
放果园任消费者入园采摘果实称重购
买。去年，平均每天有3千元至5千元的
现场采摘收入，及1万余元的网上销售
收入，最多一天曾达到了3万余元。其
余种植无花果的村民有样学样，或通过
抖音、朋友圈，或通过子女传帮带，最大
程度开拓了两塘村的无花果销售渠道。

彭跃志说：“现在我们村的无花果
蛮出名，连带着提高了村子的知名度。”

当前，彭跃志正试验制作无花果
干，在去年成功申请了“两塘鑫香溢”商
标，准备打造自研无花果产品品牌，未
来他还将制作无花果饮料与无花果酒。

致富不忘众乡亲

2015 年以前，彭跃志还在
外地经商。2015年，他看到村中
一位名叫曾德贵的老人，闲情
自若地栽种着 20 株“新奇”果
树，上面结满李子大小的绿色
果实。彭跃志好奇地打量果实，
并详细询问果实的来历、口感
及销路如何。

与曾德贵交流下来，彭跃
志才得知这种果实名叫“无花
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他
还发现邵阳地区无花果市场前
景广阔，于是激动地对老人说：

“您告诉我这水果怎么种，我要
把它种出一个大果园，弄出一
个大产业来！”

随即，曾德贵传授了些种植
技术，彭跃志一回到家中便跟妻
子柳银连商量大面积种植无花
果的事，他坚定地说：“我率先种
植无花果，再带领村民们种，一
定要把两塘村的经济搞上去。”

为掌握无花果栽培技术，彭
跃志先后前往山东威海、新疆吐

鲁番等地，潜心学习、钻研种植
和管理无花果的全套技术，他引
进“波姬红”“金傲芬”“青皮”等
特色品种，又收集本地品种“紫
果”，聚拢了0.66公顷土地，于房
前屋后种上8种无花果树苗。

2016 年，彭跃志的无花果
园遭遇大面积病虫害，这时他想
起在山东威海种植无花果的朋
友，立即动身前去寻求帮助。回
来时，彭跃志带着高锰酸钾与生
石灰，将它们遍洒在果园内，不
出几天，病虫害悄然褪去。到 9
月份，一部分果树终于顺利结出
饱满果实，此后，他便一直在改
良种植技术、对抗病虫害，还反
复试验8个品种的适应性。

2023 年，彭跃志筛选出适
宜邵阳气候的4种无花果，将果
园种植面积扩大到了3.33公顷。
期间，双清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前来调研，大力支持果园发展，
并帮助彭跃志安装滴灌与钢架
防鸟防虫大棚设备。

有心栽种无花果

7月15日10时，双清区渡
头桥镇两塘村党总支副书记彭
跃志正火急火燎赶回家，此前
他在大祥区宝庆御园小区配送
了20公斤无花果，正准备联系
其他下单客户商议配送时间。

“7月10日以后，自家果
园就开始往外销售无花果了，
现在每天能采摘1000公斤成
熟果实，收益可观。这些天我在

市区范围内配送，光车子油费，
一天就得100来块钱。”彭跃志
高兴地说。彭跃志从2015年开
始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是两
塘村小有名气的无花果种植

“土专家”，他不仅自己建设了
两塘鑫鑫家庭农场，种植了
3.33公顷无花果，还带动两塘
村40户村民种植无花果，种植
总面积达到13.33公顷。

◀◀彭跃志正在彭跃志正在

观察无花果长势观察无花果长势。。

审稿：宁煜 责编：张 洋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