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记者走进邵东打火机龙头企业——
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亿电气）
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上机器轰鸣。“刚来邵
东的时候，工厂像个集市，角落都坐满了人，每天
2000人只能生产150万只打火机，供不应求。”东
亿电气副总经理白家宝介绍。

作为享誉全球的打火机制造巨头，东亿电气
现今汇聚了4500多名工人、全自动化生产线370
条，日产超1200万只打火机。而在最初，日产量仅
勉强达到百万级别。“当时，尽管工人的月薪从最
初的1000多元陆续提升至4000元，甚至更高，但
是专业型人才还是非常少，招工也越来越难。”白
家宝回忆。

人工成本之困，成为邵东打火机产业转型升
级的“紧箍咒”。

“企业要转型升级，最不可缺的就是人才！”东
亿电气董事长陈书奇说。

白家宝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从事打火机行
业，是陈书奇在浙江发现的科研人才。经过多次邀
约，白家宝于2013年从浙江义乌来到东亿电气，引
领研发团队深耕技术创新。东亿电气陆续投入数千
万元用于研发和更新自动化设备。设备更新换代后
效率显著提升，产能增加了40%，生产打火机人力成
本从0.1元降至0.015元。产量从日产150万只打火
机，发展到了全自动化生产线日产1200万只。

“刚来邵东时，园区仅有厂房 30 多栋，如今
有一百多栋厂房了。”白家宝感慨万千，“现在我
们二期项目正在开建，准备打造高端打火机生产
车间，在巩固中低端市场的同时往国际中高端市
场进军。”

欧美地区是邵东打火机出口的主要市场，对打火
机火焰标准严格。少量不达标可能导致整批退货。为
此，东亿电气在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的同时，设立相关
检验车间，招募了35名专职员工，每天负责逐一检测，
以确保产品符合欧美市场的要求。

白家宝表示：“如今，只需少数验火巡检人员
就能完成以往需 35 人完成的工作量。这得益于

‘邵智院’成功研发气量自适应调节与火焰智能检
测技术，解决了企业长期面临的火焰高度不稳定
的技术瓶颈。”

据悉，2017年邵东投资2亿元成立“邵智院”，
是全省首家智能研究院，作为智能制造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为邵东传统产业“智慧
赋能”。“目前，邵东十余家打火机龙头企业完成自
动化改造。”邵东市委宣传部部长罗莉介绍。近年
来，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积极对接高校资源，
柔性引进院士专家等高精尖人才83名，孵化和培
育科技型企业36家，研发智能装备和软件系统50
余台套，申请国家专利500余项，成功创建了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5个国家级平台，对接企业
形成32个“一企业一博士”技术协同攻关项目。

事业发展，要在创新；创新之道，唯在得人。15
年间，邵东仅打火机行业，就实现占据全球总产量
超70%。其背后是引进科技人才、坚持自主研发、
实施“机器换人”等智能化改造，绘就一幅打造科
技人才“主战场”的壮丽画卷。

创新赋能，0.1到0.015的蜕变

100192，这是邵东市统计

的当前各类人才资源总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9.83%。“人才”二字，

寥寥五笔，却是创新之核、发展

之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引擎和第一资源。

近年来，邵东市强化育才

强才、“筑巢引凤”举措，树立

“才聚邵东·智引未来”品牌。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如何引才聚才、育才用才？邵东

市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2023年7月17日，邵东市召开青年人才培训班。 姚知知 摄

▲邵东市九六智慧农业海鱼养殖基
地，刘黎（右一）在现场教学海鱼养殖。

刘海 摄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
活到老，学习钻研到老，广
推农技服务到老！”邵东市
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总支
部办公室内，67 岁的邓如
新激动地说。

邓如新是邵东农业农
村局高级农艺师，退休后，
加入邵东市农业农村局退
休干部总支部。邓如新提出
的清沟沥水、重施有机肥与

“预防病虫害”策略，帮助了
许许多多的农户。

“邓如新同志是我们西
洋江村蔬菜种植基地 8 人
组‘科技特派员’团队中的
一员，负责基地蔬菜种植的
技术指导。”邵东市农业农
村局退休干部总支部书记
龙如海介绍道。

据了解，西洋江村蔬菜
种植基地位于邵东市牛马
司镇，是邵东市农业农村局
退休干部总支部“三扶两
创”示范创建基地，也是青
年农民创业基地，占地面积
超过133.3公顷。

“银龄”专家，教授青年
农户“一技之长”。

“我们农业农村局退休
干部党总支是一支文化水
平高，专业技术强的退休干
部队伍。”67岁的龙如高介
绍。“举办集中学习农业种
养技术培训班，能快速让青

年农户掌握农业生产技能，
同时组织农业技术能人帮
扶农村青年创业，用技术支
撑青年种植致富。”

近年来，邵东市农业农
村局退休老干部总支部在
西洋江村蔬菜种植基地建
立了技术服务员阳光台，每
周一、周五为现场技术指导
日，星期三为技术咨询日。
该基地目前技术服务面积
达 359 公顷，其中水稻 146
公顷、蔬菜190公顷、水果24
公顷。同时，覆盖2个猪、鸡
养殖场，生猪年出栏4.5至5
万头，养鸡4.5至5.2万羽。

“自从农业农村局的退
休专家来了，我种的蔬菜丰
产了，钱袋子也鼓起来，真的
很感谢他们。”该基地的年轻
种植户唐林辉对记者说。

目前，该退休总支科技
服务的企业有6家。“我们在
西洋江村开展科技志愿服
务，邵东市委、市政府陆续
为我们团队解决了工作经
费 10 多万元。”龙如高说。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
直坚持下去。”

“ 莫 道 桑 榆 晚 ，为 霞
尚满天”。汇聚“银发”智
慧与力量的创新助农正
蓬勃开展，为助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鲜活范例与
崭新路径。

老骥伏枥，推动科技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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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邵东市周官桥乡联合村内，一座新
型农庄引人侧目。9月4日，该农庄主人
刘黎正在村内照常检查水产设备。

出生于1988年的刘黎，大学毕业后
从事国际贸易和进口直营店生意，事业
风生水起。“2017 我回邵东过年的时候
得知，我母亲与朋友在村里承包了33.33
公顷土地打算发展农业，却因为合作伙
伴退出作罢，我心里就产生不能让妈妈
付出的心血白流的念头，默默准备回乡
创业。”刘黎笑着说，“2018年，邵东出台
鼓励本土人才回流的相关政策，我立马
带着前期调研的现代化农场运营资料回
家，踏上探索智慧农业新模式的征程。”

回乡做什么？“邵东缺水，邵东百姓
吃鱼基本靠外地供应，我想让家乡百姓
吃上本地鱼，水产养殖是一个很好的农
业发展方向，而联合村不管是从地理位
置还是自然条件来说，都是一个得天独
厚的‘水产基地’呀！”刘黎说。

于是刘黎接手了母亲投资的 30 多
公顷土地，打造了十几口大型鱼塘，开始
发展水产养殖。“一开始我凭着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劲头，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
但由于缺乏经验，鱼苗频繁患病，几个月
后所投鱼苗所剩无几，我开始焦虑失
眠。”刘黎苦笑道。

这一挫折让刘黎意识到，农业的发
展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更需要扎实的专
业知识支撑。“那时候她白天拜访行业专
家，晚上埋头书海；同时与华南理工大
学、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并聘请了多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
天天往外面跑，整个人晒得黝黑黝黑
的。”刘黎爱人回忆。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实践探
索，刘黎逐渐掌握了各种鱼类的科学养殖

方法，使得鱼苗的成活率从原来的不足
70%提升至95%以上；鱼类养殖密度的提
升让出厂量也大幅提升。“水产养殖的成
功，又提升了我创业决心，目前我们村的
养殖基地已陆续引进海鱼养殖。”刘黎说。

作为邵东本土人才的典型，刘黎创
办的九六智慧农业公司近几年发展迅
速，陆续建成智慧化菜园、特色果蔬、智
慧渔业基地，并取得省级四星级农庄、国
家级健康水产养殖基地等营运资质。

“当时除了我自己摸索，乡镇党委解
决了我用地协调问题；邵东市委、市政府
搭建了专业的服务平台，多次推荐我去
高校学习培训，扩充我的专业知识储备，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农庄吸纳超 40 位附近居民的工作
队伍。“以前我的家庭收入都来自于务
农，年收入不高，多亏了刘总，我现在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收入比以前多得多
了。”九六农庄员工李林军说。

与此同时，农庄协助近百名农户利
用直播平台销售农产品。积极与周边村
集体经济合作，引入实体农业项目，加强
村集体经济与农户联动，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我深知智慧农业是农业振兴关
键。未来，我将与其他本土人才携手，肩
负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共同建设家
乡。”刘黎满怀信心地说。

聚贤如沙堆，事业势如潮。据了解，邵
东市委、市政府立足民营经济发达、邵东
籍各类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实行党委联
系服务专家人才制度，引领1.5万人返乡
创业，创办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带动就
业10万人，认领项目6200余个，投入资金
112亿元，推动邵东提质乡村经济，不仅为
邵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
为广大返乡人才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智慧农业，提质乡村经济

厚植聚才沃土 汇聚发展动能
——邵东市人才高质量发展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邓朝霞 蒋易薇 通讯员 邓星照 禹 钧

▼邵东市仙槎桥五金产业园。 刘海 摄

▲▲东亿电气副总经理东亿电气副总经理

白家宝白家宝（（右右））正在指导员工正在指导员工

调试设备调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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