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庆假期，在邵阳县
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们
用一顶顶帐篷搭起心中的“诗
和远方”，一键开启“微度假”
模式。度假区内不夜城的复古
建筑、璀璨灯光、精彩非遗表
演，吸引游客7.7万人次。

支起蛋卷桌，挂起大天
幕，在外务工的黄俊文趁着国
庆假期，特意从广东虎门赶回，
与朋友相约天子湖畔，开启一
场露营垂钓之旅。闲暇之余，几
人聊起近年来家乡的变化。

“老黄，你从外地回来还
是在市区下高铁，再转坐汽车
从邵塘大道回县里吧？”朋友问
道。黄俊文点了点头，手臂轻轻
一摆，鱼竿在空中甩出一条弧
线。“现在的邵永高铁已经开
工，我们榨木桥村建了好几个
桥墩。等通车后，不管是你们园
区内企业的经营发展，还是我
们在外务工人员返乡过节，都
会方便许多。”显然，在外务工
的黄俊文时刻关注着家乡的
发展。

邵阳县四大增长极——
“一城一带一湖一园”的规划
蓝图，在这场简单的对话中有
了具象化的呈现。

时间拨回到 2021 年，在
“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新起点
上，邵阳县委第十三次党代会
召开，正式确定了“三兴三区”
和“四大增长极”的战略部署。

以“一城”服务县域全局。
几年来，该县围绕呼南高铁邵
阳县客运站，致力于将邵阳县

高铁新城打造成“县城新中
心、发展新支点、产业新高地、
未来新家园”。

以“一带”推进产业发展。
邵塘大道是对接省内“3+5”
城市群和大西南通道的重大
交通工程，对构建邵阳市东部

“1+4”城市群、打造邵阳新型
城市化密集区有着重要意义。
邵阳县通过打造邵塘大道经
济带、生态文明观光带、乡村
振兴示范带，做好了承接产业
转移的准备。

以“一湖”优化生态建设。
该县充分依托天子湖的资源
优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
快与县城融城步伐，将天子湖
国家湿地公园打造成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示范基地
和省内旅游目的地。

以“一园”集聚产业优势。
该县聚焦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持续壮大提升新材料
汽配“一主一特”两大产业，打
造中西部地区新材料园、汽配
谷，创建省级“五好”园区。

今年上半年，该县聚焦高
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01.9 亿元，同比增
长 4.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
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 15.6%、17.6%、
5.7%……13 项主要经济指标
中，有9项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全县经济呈现“稳中有
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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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10 月 30 日，走进邵阳县
红石生态科技园内，只见厂房
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湖南弘凯新能源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里，多条全自动生
产线在工人的规范操作下，正
全力开“跑”赶制订单。

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
生产和销售聚合物锂电子电池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
2023年12月成立，今年3月正
式投入生产。车间经理王义钊
介绍说：“目前我们正在赶制一
批蓝牙耳机的内置电池产品，每
天的产量大概控制在8万到10
万只左右，平均日产值可达20
万元。”在产品质检区，员工黄秀
云将成品电池放在工作台上，对
电池的充放电情况进行检测。
她说：“我们会对产品进行抽检，
样品需要在循环充放电500次
后，可用容量保持在80%以上。”

园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
服务建设，时刻影响着园区内
企业的成长速度。今年9月，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资源
配置，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位
于塘渡口镇大木山莲子湖的
邵阳县政务服务中心整体搬
迁至红石科技园。“以前到县
里办理手续，碰上堵车来回一

个上午的时间就没了。现在
在园区内就能办事，很是方
便。”王义钊竖起大拇指，为园
区的主动服务点赞。

今年以来，邵阳县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新增省专精
特新企业6家；与15所高校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中南大
学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油茶智
能装备推广应用中心等平台
落户，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6.5
亿元；推进核心技术攻坚，新增
有效发明专利授权11件，高价
值发明专利7件，长城新能源

“铅炭电池电解质的研发”纳入
省市“揭榜挂帅”项目清单。

同时，该县开展“三送三
解三优”和“纾困增效”专项行
动，全面落实干部联企帮办、
公开承诺服务制度，兑付奖补
资金752万元，帮助解决各类
问题190件；开展经营主体梯
次培育，新增经营主体 1770
户，其中企业 417 户；围绕打
造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推
进“五好”园区创建，新增入园
企业 33 家，完成园区技工贸
总收入同比增长14.8%，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43.9%，园区
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一片园区创新局

邵阳县生产茶油已有25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油茶的中心
产区之一，是“中国茶油之都”

“中国油茶之乡”。
金秋时节，在邵阳县塘坪村

的湖南油茶标准化示范基地内，
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满目青翠，一
颗颗油茶果果皮红艳，宛如一盏
盏红色灯笼垂挂枝头。“今年雨
水充沛，一定能有个好收成。”塘
坪村村民信心满满。然而，邵阳
县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油茶的
产量因气候而起伏不定。过去
两年，基地内的油茶树因干旱导
致产量下跌，很多油茶树几乎不
结果。基地负责人夏琳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穷则思变。新的生机，要从
油茶树下说起。2022 年以来，
邵阳县积极推广“油茶+中药
材”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更大限度挖掘青山
的经济效益。

在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下，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夏琳
利用油茶树下的空间套种中药
材、红松茸、黑木耳等林下作物，
实现“林下生金”的目标。“现在还
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套种的红松
茸、黑木耳，今年已经产生了每亩
5000多元的经济效益。”夏琳说。

“油茶种植和林下作物的结

合，相当于开创了油茶产业的新
历史。”邵阳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办公室负责人李春江攥着一张
图纸——《油茶林下中草药品名
及参数》，上面写满了29种中草
药名称及其种植月份、采取月
份、亩产鲜货量、鲜货价格等信
息，“并不是所有的农作物都适
合与油茶混种，我们要从产量、
利润、看护成本等多个方面进行
筛选。”

夏琳指着基地内将近 2 米
高的玫瑰茄称：“它的耐旱性很
强，产量也不错。但是它把油茶
树的大部分养分和光照都抢走
了，种在一起显然不合适。”等今
年的油茶采摘结束后，夏琳决定
换上其他品类继续试种。

“油茶+N”套种模式的深入
探索，不单单提高了油茶树下的
土地利用率和单亩经济效益，更
解决了油茶生长周期长、管护成
本高的难题。

李春江介绍说：“要坚持到
油茶树结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以前不少人也尝试种植油
茶，但油茶树需要经过5到8年的
时间才能进入盛果期，投入大、见
效慢，让大部分“尝试”都有始无
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
试这种油茶种植的新模式，不少
种植大户开始向李春江“取经”。

◆一棵茶树焕生机
2024年上半年，邵阳县地区生产总值为101.9亿元。热火

朝天的建设、激荡风云的改革、改天换地的发展……站在历史
的坐标上回望，广袤的夫夷大地在筚路蓝缕中奋起，在改革开
放中奋进，在新时代大潮中奋楫，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邵阳县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围绕兴园强县、
兴城活县、兴乡靓县战略路线，致力打造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聚集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先行区、乡村振兴奋发赶超示范
区，大力实施“三兴三区”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风起势成 向“新”勇进
——邵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易鑫 刘飞 吴智睿

▲犬木塘水库灌区工程鸟山渡槽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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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平坦的邵塘大道。

▲迷人的天子湖。

晨雾中的邵阳县县城晨雾中的邵阳县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