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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邵阳市十
四五规划提出“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邵阳样板”的目标。这为邵阳林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我们要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切
实将林业传统生产力转化为林业新质生产
力，推动邵阳林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助力油茶产业
提质。油茶产业是富民强市的重要产业，应
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现有良种和科技优势，
加大油茶良种选育和推广力度。采用改造
或新造等措施，加大良种在产业中的占比。
同时抓好油茶品种的选育工作，建立油茶
良种繁育基地，实现良种油茶苗木的稳定
供应，加大良种推广力度。要组织实用型的
种植技能培训，打造一批懂林业、爱林农、
会技术的基层人才队伍。同时，要立足本土
优势，打造本土特色油茶品牌，把文化、旅
游和油茶产业连接起来，促进油茶产业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融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加速竹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档。“以竹代塑”新能源
材料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要将竹资源与新
能源产业链有机融合，提升经济增长和环境
保护效益。在竹基生物质能源方面，利用竹
材生产竹炭和竹醋液，既可作为土壤改良
剂，还可以用于清洁能源的生产；建立竹材
生物质发电厂，利用竹材废弃物进行燃烧发
电，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促进竹材制
品的高附加值利用方面，开发竹纤维材料，
用于制造环保建材、纺织品等高附加值产
品；利用竹材与其他材料复合，生产出具有
优良性能的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等。在竹
资源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方面，加强与高校和

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专门的竹资源与新能源
技术研发中心，开展竹材高效利用和新能源
技术的研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开发
新的竹资源利用和新能源应用技术。在绿色
示范项目方面，推广使用竹材作为建筑材
料，建设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推动竹材在建
筑领域的应用。同时，可在邵阳建立竹基新
材料新能源示范园区，加快产业链发展。

以优质的生态资源为依托，积极推进林
下经济发展提效。开展林下经济特色示范引
领工程，重点推进“一县一特”林下经济示
范县，将邵阳打造成森林绿色食品产出聚
集地。在林药产业方面，重点发展绥宁地区
的杜仲、厚朴、黄柏及七叶一枝花等特色中
药材，同时推进隆回地区的金银花、黄精、
百合及尾参的种植与加工。在林下养殖领
域，重点依托武冈地区的铜鹅养殖优势，积
极推广各县市区的鸡、鸭、鹅、猪、牛、羊、兔
等畜禽养殖，促进林下养殖业健康发展。在
林虫（蜂）的开发利用上，鼓励各县市区积
极发展蜂蜜及相关产品产业，同时加强工
业资源昆虫如五倍子、虫白蜡及授粉昆虫
等的培育与应用。在其他特色林下经济产
品上，以森林食品为重点，大力发展隆回蘑
菇、香菇、木耳等菌类产品的种植与加工，
同时积极推广洞口蜜橘、新宁脐橙、隆回和
新邵的猕猴桃、蓝莓等林果产品的种植。加
快发展隆回龙牙百合、邵东玫瑰等特用花
卉，绥宁青钱柳、绞股蓝等特色类茶，洞口山
苍子等林下特色产品。

推进林旅融合，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和森
林康养基地提升。依托南山草原、崀山风景
名胜区、武冈云山和虎形山-花瑶景区等森
林景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产
业，打造“南方的呼伦贝尔”、邵阳版“阿勒
泰”。持续推进秀美国有林场、森林步道建

设。依托邵阳市旅发大会、湖南生态旅游节
等品牌活动，积极筹办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隆回“金银花”节，不断擦亮自然保护地生态
旅游招牌，提升邵阳生态旅游知名度。以南
山国家公园为依托，积极发展民宿业。积极
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
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
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
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积极开展保健养生、
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等服务，打造邵阳森林
康养旅游精品路线。

推动花卉种源创新，全面提高花卉产业
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级。鼓励花卉休闲产
业多元化发展，创建更多“邵阳花卉”品牌。
大力发展邵阳花卉特色品种，既注重观赏性
花卉苗木、盆景赏石产业发展，更注重医药
化工原料类花木产品挖掘。在大力培育香
樟、桂花、罗汉松、广玉兰、茶花、银杏、玉兰
等传统品种基础上，重点发展紫薇、红豆杉、
金银花、玫瑰等具有邵阳特色的花木品种及
其加工产品，把花卉苗木生产和休闲观光旅
游以及其他产业结合起来，朝着花卉苗木观
光、休闲农庄等生态产业方向发展。

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加快林业产业创
新提智。以林学会为平台，建立林业专业人才
库，调动林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的积极性，确保
林业专业人才库建得实、用得好、有特色。依
托邵阳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等省内林科院校和科研机构，打造

“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的校地关系，构建“城
校共生”发展模式，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从
校园走进企业，从“书架”走上“货架”。鼓励林
业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到项目
一线、企业一线和田间地头解决技术瓶颈，为
邵阳林业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市林业局党组书记）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
吴名蒙

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单位精准帮扶是其中
最有效的帮扶方式，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
做到精准帮扶，是帮扶工作面临的现实问
题。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思考。

一要摸清情况。帮扶单位要把所要帮扶
村村民的返贫原因摸清楚，是交通不便还是
缺水缺电?是农村产业发展落后还是生态环
境被破坏?是因病还是因学返贫?是暂时缺
少劳动力还是永久丧失劳动力?只有把这些
返贫原因摸清楚，才能合理制订出具体的帮
扶计划。帮扶单位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
作，避免以往粗放型的送钱送物帮扶模式，
通过有效、科学、合规的程序，把脱贫户、监
测户精准识别出来，并让村民来判定。帮扶
名单要坚持“群众评议、建档立卡、张榜公
示、实行动态管理”。脱贫户、监测户调查要
到村到户，并将所有的脱贫户、监测户信息
和家庭情况录入电脑，分级分类，让脱贫户、
监测户自己填写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申请表，
由村民小组召集村民进行比选，再由村“两
委”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
选，最后将比选出来的结果进行张榜公示。

二要对症下药。当每个脱贫户、监测户
家庭的贫困信息和家庭情况分别归类出来
以后，帮扶单位就要针对不同的类别，实行
不同的政策帮扶，将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
帮扶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就需要从四方面
下功夫:一是细化工作，理清帮扶路线图。将
不同的类别细化出来，细化到户到人，根据
不同家庭的需求给予帮扶，并做好帮扶记
录。二是科学指导，发展特色产业。科学指
导，就是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乡村产业，带科
技下村、带知识下村，为其提供科学技术的
指导；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上，帮扶单位可
以邀请农技协会的专家学者到村里讲课，让
村民们真正学到有用的种植技能，最终形成
村村有产业、户户有技能、人人学科学的局
面。三是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
作。按照“村民实事求是点菜、帮扶单位因地
制宜下厨”的原则，全力实施产业、就业、金
融、公益、教育、健康、住房、饮水、综合、社会
等帮扶措施，以及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生态旅游发展
等方面的工程帮扶;根据群众所反映的不同
需求，实施就医、就业、就学等不同方面的帮

扶。四是处理好个别帮扶和整体帮扶的关
系。帮扶工作不但要个别帮扶，还要整体帮
扶脱贫户。帮扶单位不能简单地将扶贫资金
按人头平均分配下去，也不能搞“轮流坐
庄”，而应该考虑哪些先“扶”起来，哪些后

“扶"，最后达到整村无返贫的效果。为此，帮
扶单位在与村“两委”结对子帮扶的过程中，
要带着责任心同村“两委”共同商量对策和
思路，为每个脱贫户、监测户家庭制作清晰
的个别帮扶方案。

三要做好后续管理。帮扶单位不能只是
一时帮完了事，还要做好相关的跟踪服务;帮
扶必须杜绝暗箱操作脱，对象必须公开透明;
帮扶还要做好后期随访和监督，可根据对帮
扶措施的全面了解，并根据帮扶对象的变化
对其调整，使稳定脱贫的脱贫户、监测户及时
退出，使应该帮扶的脱贫户、监测户及时纳
入，实现帮扶对象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同时，
确保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用在帮扶对象上，
帮扶人一对一的责任落实到位，脱贫户、监测
户家庭信息公开以及帮扶对象、帮扶项目资
金公示公开，避免暗箱操作而导致的应扶未
扶，杜绝帮扶单位内部人员擅自挪用帮扶资
金，保证帮扶资金和项目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单位：城步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做好精准帮扶 推进有效衔接工作
冯世民 杨芬芬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
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实
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物质技术基础，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
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把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
贯穿于实体经济发展全
过程，推动实体经济发
展更好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为我国在国际经济
竞争中赢得主动。

创新成为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对推动经济发展、增强
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实体经济是我
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做
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
须走创新的道路。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推动实体经济创新
发展需把握三个关键点：技术、
制度和人才。一是坚持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科技进步
能够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
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这些新
兴产业不仅具有高增长性，还
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优化升
级。同时，科技进步还有利于推
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迭
代，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
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进一步
深化改革有助于破除束缚创新
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更加公
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从
而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吸
引更多资本、人才和技术等创
新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形成
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的新局
面。三是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
对推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关
键作用。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
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创新
型人才兼具深厚的专业知识储
备和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立
足科技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前
沿技术和新型企业组织方式，
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科学配置
和优化组合，从而推动技术进
步和产业变革。

协调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生特点。经济发展实
践表明，虚拟经济适度发展对
实体经济良性运行也很有必
要，只是要把发展虚拟经济落
脚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上。因此，
必须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协调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
虚拟经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同时，还要协调好实体经济的
内部关系。实体经济主要包括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农业
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实

体经济协调发展，既要
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发展现代制造
业，也要聚焦现代农业
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还要紧密结合产业
转型升级需要，加快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
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
伸。

绿色成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实体经济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
技术基础，要实现物质
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绿
色 低 碳 发 展 道 路 。未
来，要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统筹产业结构
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等问题，通过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等，推
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
展，进一步提高经济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开放成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开
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
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
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
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经济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
对实体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根
基而言，只有坚持开放发展，深
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联动效应，才能获得全球
竞争新优势。面向未来，我国发
展实体经济要在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对外
开放。

共享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实体经济涉及业态多、涵盖
范围广、发展成效惠及面宽，是
创造财富的源泉，是最大的就
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要将
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让实体经济的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在实践中，实体经济发展与
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息息
相关。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把
重点放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加快创新发展上。一方面，深入
推进创新创业，充分发挥民营
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加充分的就业；另一
方面，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基
础和资源禀赋优势，按照特色
发展、错位发展、多元发展和包
容发展的原则选择最具竞争力
的产业或者产业集群，把握好
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定位和互动关系，统筹发展
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力争在共享发展中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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