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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邵阳县第三届人才发展暨湘商回归返乡创业大会上，
500多位院士专家、青年才俊和企业家们齐聚邵阳县中非
经贸产业园参观、学习。 刘健 摄

水质好不好,鱼儿最知道；营商环
境怎么样，企业最清楚。“这些政策对
我们很有吸引力，大大降低了我们的
建设运营成本。”湖南盛泰工艺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李荣富在看完《邵阳县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50条》后如是说。

近年来，邵阳县全面打响市场环
境、政务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境和
信用环境五大攻坚战，立体式提升政
务服务水平。

营造利企惠企的市场环境。该县
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50条，扎实开
展“三送三解三优”和“纾困增效”专项
行动，减税降费2.5亿元。全面推行“三
员代办”服务，企业设立登记、税务登
记1日办结率达100%。

营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精简
优化事项审批和服务流程，办理环节
压减50%，时限压缩65.3%，所需材料
精简29.7%。

营造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充分
发挥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作用，帮

助企业融资14亿元。完成重点项目征地
3127亩，挂牌成交土地698亩，推动“项
目等地”向“地等项目”转变。

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建立
轻微违法首违不罚清单。开展优化营
商环境三项专项行动，处置非法阻工
闹事30起，查处涉企违法犯罪案件13
起，刑事拘留10人。

营造遵约践诺的信用环境。健全
诚信“红黑榜”制度，守信激励对象享
受优先办理等便利措施。创新开展“局
长电视践诺”活动，成立政策兑现办公
室，及时兑付惠企资金3.4亿元。

立体式营造环境氛围

以环境之“优”谋发展之“进”
——邵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三维”视角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刘飞 吴智睿

满怀激情的7月，走进邵阳县红石工业园，林立的
厂房中，随处可以见到直播带货、机器轰鸣、货车来往
的火热场景。“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这方发展热土上有
了具象化的表达。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邵阳县着力从“惠企服务、平台支撑、环境

优化”等方面见真章、出实招，以“纵横立”3维融合推
进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方面得
到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满意度显著提升。2023年邵阳
县政务公开工作获全省先进单位。

“想企业之所想，办企业
之所需。”邵阳县始终秉持服
务为先的发展理念，持续擦
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年
以来，邵阳县全面落实“联系
企业制度”,多部门联合组建
助企专班服务企业,突出服
务企业关口前移,提高精准
服务水平。

优服务办实事。该县通
过实行行政审批帮代办和

“三员”服务工作制,赋权审
批办理22 件,完成企业奖补
兑现11 笔,审批兑现入园企
业奖补资金 828.9824 万元,
待兑付金额1308.206万元。

强担当破难题。为进一

步当好服务企业的贴心人,
该县全面落实干部联企帮
办、公开承诺服务制度,走访
企业460人次,积极协调和解
决项目用地、建设资金、材料
供应、施工用水等难题。截至
目前，共收到企业诉求 195
件、已即时解决190件。

搭平台常招工。做好企
业人才政策宣传、抓好招工
中心日常服务工作,今年来
共举办招聘活动 12 场,举行
线上直播带岗活动5场,制作
发布各类招工视频15条。协
助园区 23 家有招聘需求企
业发布招聘职位 1000 余个,
新招聘员工780人。

纵深式推进惠企服务

邵阳县围绕产业生态、人才环境、科创
平台等方面持续发力，吸引优秀企业和紧
缺人才在此“安家落户”。

邵阳县智慧商贸流通物流园总经理易
成前说：“邵阳县作为农业大县，有着丰富
的农产品资源、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良
好的市场服务生态，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特
色农副产品的宝贵财富。”

打造“迁不走”的产业生态。通过深耕新
材料、油茶全产业链、新经济三大赛道，邵阳
县不断推进全产业链招商，2023年快速建成
39万平方米新材料产业园，吸引22家企业
进驻；同时引进腾讯、网易头部互联网企业，
首次在县级设立品牌体验中心和本地事业
部，带动数字经济年产值突破10亿元。

打造“留得住”的人才环境。通过出台
18 条人才新政、设立 2 亿元人才产业发展
基金、建立“揭榜挂帅”机制、高规格举办人
才发展大会等方式，该县吸引招揽紧缺人
才35人，柔性引才2200人。

打造“高能级”的科创平台。该县与复
旦大学等8所高校建立深度合作，推动中南
大学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省新能
源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落户该县，带
动钨钴二次利用、储能固态铅炭电池等技
术取得新突破。

横向式打造平台支撑

▶湖南弘凯新能源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工人正在赶制订单产品。唐圭 摄

▲夫夷江从邵阳县流过，构成一道绝美的山水画廊。刘健 摄

今年以来，九公桥镇紧紧
围绕“减负、赋能”的主题和主
线,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
减出成效”上下功夫,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
有关工作要求，实现为“车”松
绑减负、给“马”赋能扩权，加
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镇以村级党组织为单
位确定清牌路线图，逐村开展
清理工作。对照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集中清理规范工作的有
关要求，对不符合要求悬挂的
工作机构、设置的功能场所标
志标牌、文化墙等内容进行规
范性指导6次，清理不符合规
范的标识牌、制度牌、宣传栏
等，累计清理标识标牌24块、
指示牌136块、上墙内容59份。
同时，通过精简工作机制，避免
基层干部进行重复劳动和冗
余工作，让大家能够集中精力
用于服务群众，将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以前忙的时候，一天要
开十几个证明，我们也很头
疼。”面对村干部反映的实际
诉求，九公桥镇全面规范清理
了村级组织出具的各项证明
事项。在此次行动中，由村级
组织出具的证明事项得到了
彻底清理和规范。例如，改名
证明、曾用名证明等事项均予
以取消。这一举措不仅减轻
了村干部的工作负担，也
简化了群众的办事流
程，提高了办事效率，

大大降低了村民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赢得干部和群众的
一致好评。

优化会议制度，减少会
议次数。九公桥镇坚决做到

“无必要不召开会议”，针对
一般性事务，推行多个工作
会议合并召开制度，避免了
村干部频繁奔波于镇村之
间。同时，通过驻村干部传达
工作新要求，实现了会议精
神和工作要求的高效传递，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深
入村民中间，了解民生，解决
实际问题。同时，该镇加大政
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清理
力度，组织专人对下发至村
级的App、小程序和微信群开
展专项清理，大大降低了各
类工作指令的发布频率，有
效提高村党支部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性。截
至目前，共排查镇、村各类微
信群289个，其中解散165个。

减负松绑求实效松绑减负 让服务提质增效
——邵阳县九公桥镇基层减负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佘美林 谢伟

7月11日清晨，趁着太阳还未高挂，邵
阳县九公桥镇金盆村村委会成员李建华走进
村里的产业种植基地，按下开关后，山塘内抽
出的水从大棚喷头里均匀洒出，为大棚内的
冬瓜、豆角等农作物“降温解渴”。

“现在村部摘掉了好几块牌子，许多报表、
留痕、考核等任务都被取消，大家有更多的时
间回归田间地头、走进百姓院落。”李建华说。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
指出：“党中央明确要求为基层减负，要坚决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兵简政，持
之以恒把这项工作抓下去。”邵阳县九公桥镇
持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和实施多项减负措
施，通过厘清权责、规范督查、强化保障等方
式，让基层减负取得实际成效。

完成大棚灌溉作业后，金盆村
党支部书记王胜和李建华 2 人一
同来到金盆村双季稻种植基地，只
见 2 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你追我
赶的将金灿灿的早稻收入囊中，在
田边的村道上，村民们忙着将一袋
袋稻谷封口打包，一些商户闻讯前
来收购。一幅幅丰收的画卷在此展
开，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在此绽放。

“今年雨水充足,加上村干部
经常来这里看护管理，稻穗硕大,
颗粒饱满。除去水分、杂质,按照标
准含水量折算，实际平均亩产有
800余斤。”王胜告诉记者，去年村
里的双季稻种植面积大概在60亩
左右，而今年村集体种植面积达到
了 200 亩。基层减负工作的展开，
也给村干部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去

“照顾”水稻。“200 亩，我们搞得
定！”王胜充满信心地说道。

另一旁，金盆村种植大户何跃
明正在进行豆角的采摘、扎捆作
业。“老何，你这里的豆角长势不错

啊，今年收成情况怎么样啊？”听到
呼喊，何跃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转过身笑着对李建华说：“多亏村
里包销，还联系到江北批发市场，
解决了我的销路难题。今年我亩产
在 6000 斤左右，毛收入每亩大概
有10000多块钱。”

“减负工作开展后，我们基层
工作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选择权。”
随着天气逐渐变得炎热，森林防火
和防溺水安全成为村部的重点工
作。在查看完村里农作物的生长情
况后，王胜和李建华动身前往木家
塘水库开始安全巡视。一路上，不
少村民主动打起招呼。“我们村里
有 16 个 自 然 院 落 ，共 计 806 户
2976人。如今县里、镇里开会次数
少了，我们跟村民们聚在一起的院
落会既提量又提质。”王胜介绍说，

“通过院落会，我们都在村民面前
‘混了个脸熟’，同时也对他们家庭
情况的掌握也更为全面，进一步拉
近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距离。”

轻装上阵干实事

▶金盆村村
支书王胜和村民
在田间察看水稻
生长情况。

▲盛夏时节，九公桥镇中和村内阡陌纵横，
水田如镜，田园风光美如画。

被誉为被誉为““邵阳后花园邵阳后花园””的九公桥镇的九公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