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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感谢你们指导调整基本电费计收方
式，帮我们降低了成本。”11月27日，拓浦精
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公司设备运维部负
责人胡行龙对上门回访用电情况的国网邵
阳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说。在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的指导下，该公司选择了适合的基本
电费计收方式，此后每月可减少用电成本
支出8.9万元。

今年，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聚焦当地经济
发展，着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通过主动走
访、压减办电环节、实行业扩报装数字化集
约管理等举措，为客户提供精准供电服务，
持续提升客户的电力获得感和用电满意度。

主动上门走访，助企降低成本

11月25日，邵阳美丽来发制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丽来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
们正在加紧包装成品。美丽来公司负责人曾
俊毅对上门回访的供电专属客服经理刘建
新说：“感谢你们之前的上门服务，供电有了
保障，我们不但快速完成了积压的订单，还
接了一批新的订单。”

美丽来公司位于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经营假发制品，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去年年底，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企业申
请暂停供电，计划今年6月恢复用电，却又
因生产线设备升级出现问题未能按时复工。

9月中旬，美丽来公司的生产线升级完
毕，又接了一些订单。曾俊毅着急恢复用电，正
巧遇到刘建新和同事走访园区的企业。了解
情况后，刘建新立即与同事一起上门服务，9
月16日下午便为企业送上了电。

今年以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大力开展
“面对面，心连心”走访专项行动，主动为客
户提供电费计量方式调整等建议，“一企一
策”建立企业客户用电问题清单，快速为企
业解决用电难题。1月至7月，该公司共走访
企业288家，为企业解决用电问题56个。

“最多跑一次”，企业办电更便捷

今年8月，邵永铁路跨沪昆高速特大桥
用电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该项目位于大祥
区学院路街道原航运码头，是邵永铁路项
目中铁四局承建标段最长的桥梁，因增加
工程机械设备，需要新装2台总容量630万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

“供电公司为我们建设了配套的供电
工程，工地附近就有电源接入点，帮我们
节省了 20 万元成本。”项目部经理李晓红
介绍，这次申请增容办电手续从递交报装
资料到工程开工只用了3天时间。

今年，该公司持续推行企业客户办电“最
多跑一次”服务，把高压客户接电环节压减为
申请受理、供电方案答复、外部工程实施、装

表接电4个环节，低压客户接电压减为申请
受理、装表接电2个环节，使高压、低压客户
的平均办电时长分别缩短至21天和4天左
右。该公司还全面拓展线上办电渠道，打造线
上申请、线上派单、线上收资、线上申请验收
的全程线上服务体系，实现了6项复杂业务

“最多跑一次”，21项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

数字化集约管理，业扩报装再提速

10月21日，湖南省湘俏米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雷庆国向该公司提交了增容用电申
请，报装容量125千伏安。

在了解到客户需求后，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配网业扩项目中心当天安排客户经理
勘察了现场，为客户提供供电方案，并在客
户增容用电工程施工期间提供技术支持。
最终，湖南省湘俏米业有限公司增容用电
工程只用了10天便送电成功，比常规接电
时间缩短了1周左右。

今年，该公司把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作
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成
立了配网业扩项目中心，实行业扩报装项
目数字化集约管理，将原有的业扩报装入
口统一集约到“网上国网”App 上，所有业
扩报装项目实时纳入系统流转管控，实现
客户办电业务统一受理、统一派单、统一
安装送电。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刘元辉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公路安全管
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该市黑
田铺镇坚持以“党建+安全”为抓手，筑牢
道路安全防护墙，以党建活力引领解决农
村道路安全整治难题，努力创造安全、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定期召开专项调度会讨论交通安全工
作，坚持清单化明确责任，将责任落实到
岗位。镇党委牵头，邵东市交警大队、黑
田铺镇派出所、各村等单位联动共同打
造“党建+道路交通安全”格局。积极探索

“党员+群众”农村道路共管共治共防创
新路径。联合邵东市交警大队、镇派出所
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及文明劝导志愿活动，对超载超
员、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毒驾、三轮车载
人、无资质黑车接送辖区内学生上下学
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持续深化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民警、
辅警、村干部、“三长”等组建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小队，根据属地责任，主动巡路，
对于道路存在的风险隐患点及时上报，
并对整改情况定期“回头看”；组织全镇
机关干部及齐合社区干部成立交通安全
劝导队，逢赶集日在齐合社区农贸市场引导菜农在规定位置摆
摊；坚持红白喜事“三到场”原则，要求驻村干部及村干部必须
到现场进行道路管控，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线上线下同步宣传，该镇线上以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转发
文明交通安全提示，分享警示案例。线下采取“联片主要领导+
联片领导+驻村干部+村干部+党员”联合治理模式，抵达道路
一线，发放交通安全教育手册、讲解典型事故案例，普及交通违
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危害。常态化下组入户，通过院落
屋场会、巡回宣讲会等形式向镇辖区 320 国道、008 县道沿线村
落群众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截至目前，该镇已设置交
通安全宣传栏 64 个、交通安全宣传标语 120 幅，开展“一老一
小”道路交通安全院落会48场，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在交叉
路口、事故多发地、村道入口等重点路段增设交通安全警示牌
2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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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邓彦科 雷凤）
12月10日，历经6小时的采集，
来自北塔区的黄海蛟完成了一
次意义非凡的生命接力，为一名
血液病患者带去了生命的“火
种”，成为全国第19018例、邵阳
市2024年第8例、北塔区首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虽然我们彼此间未曾相
见相识，但是你的这种救死扶
伤的精神，值得当代年轻人学
习和发扬，我是打心底里千恩
万谢救命之恩……”在长沙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采集室内，一
封来自患者的手写感谢信被送
到黄海蛟手中。

1989年出生的黄海蛟就职
于北塔区状元洲街道办事处，
曾多次参加无偿献血。2012年7

月 21 日，在单位组织的献血活
动中，黄海蛟得知捐献造血干
细胞能够拯救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他主动留下血样，并登记加
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
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今年8月，黄海蛟收到与血
液病患者初配型相合的通知，他
当即表示同意捐献。在捐献准备
期间，黄海蛟注射了9针动员剂，
并谨遵医嘱，戒酒戒烟、注意饮
食。“既然决定捐献，就要保持最
佳的身体状态，这是对患者的负
责。”黄海蛟说。

捐献当日，市区两级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专程前
往长沙看望和慰问黄海蛟，赞
扬他的担当和大爱，感谢他的
无私奉献。

北塔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完成捐献

用爱传递生命“火种”

11月29日，隆回县老年大学学员在学习舞蹈。近年来，
该县先后开办三所老年大学，开设30余门公益课程，让广大
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罗理力 摄

11月27日，鸟瞰新宁县黄龙镇粗石村高山梯田，起伏弯曲、优美的梯田线条，与山乡民居相互映衬，景色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郑国华 摄

“真的特别感谢邓老师，我能创业成功
多亏了她的帮助。”近日，90后小伙、湖南唯
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申杰在谈及自
己的创业经历时，对智丰众创空间创始人
邓文达的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

申杰创立的湖南唯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创业初期，全公
司只有两三个人，既没有办公场地，也没有
足够资金维持正常运转。正在申杰深感无
力的时候，邓文达伸出了援手，为他在邵阳
智丰众创空间免费提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
办公室，办公用品一应俱全，申杰的公司只
管“拎包入驻”。在这里，申杰找到了自己
创业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创业主要是因为生活压力。”从一个
90年代的下岗职工走到今天，回想自己的
创业之旅，邓文达感慨良多。

一开始，邓文达做的是电脑培训学校，
成立了邵阳智丰电脑培训学校（邵阳智丰
众创空间前身）。通过从深圳带回来的3台
电脑和自己组装的4台电脑，摆摊招生，动
用全家人做后勤服务，邓文达开始了自己
的创业之旅。

“刚开始创业那会，也很难，不懂企业
经营和管理，没有财务知识，也没有市场营

销经验，创业就像‘闯业’。”邓文达说，当时
自己身兼数职，老师、管理、招生、教务的
活，都得干。有时候员工发不出工资，急得
差点要把学校给关了。

2014年，邓文达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成立了邵阳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并倾力
打造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智丰众创空间”。
2016年，智丰众创空间成为我市首个省级
创新创业平台。

“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淋过雨，所以我想
给创业者们打把伞，让他们少淋些雨。”邓
文达通过创新服务机构的商业模式、共享
机制，智丰众创空间成为我市第一个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双创服务平台。结合
邵阳的特色优势产业，智丰众创空间致力
于农村电商领域，成为邵阳市电子商务行
业协会的会长单位，不光培养了本地首批
30名电子商务讲师及从业人员，还指导了
多家传统企业通过电子商务转型升级。

“我们成立众创空间的目的就是为了将
闲置的场地提供给有需要的创业者，实现资
源共享，帮助更多创业者提升创业能力、降
低初期成本、减少创业风险。”邓文达说。

2022 年，智丰众创空间被评为国家级
众创空间。在这里，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

免费的双创服务，创业者可以共享存量基
础设施、共享导师团队、共享品牌、共享营
销策划。目前智丰众创空间累计孵化了初
创企业67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家。

“前些年事业发展进入停滞期，我们内
心焦虑不已，这时候碰到了邓老师，来到了
智丰众创空间，总算找到了新的发展赛道，
收益匪浅！”谢杨军、吕叶群夫妻从事花卉
种植、销售多年，为了事业发展，两人先后
走进了“智丰众创”的培训课堂。

智丰众创导师团队对两人的创业进行
了长期的跟踪服务，2018年指导他们向互
联网转型升级。2019年，夫妻俩成立了邵
阳花博园科技有限公司。在导师团队的持
续指导下，夫妻二人带领公司创新发展，并
投入设计研发，注册了商标，申请了专利。
经过两年的培育，2022年，邵阳花博园科技
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我市第一个科技型花卉种植企业。

目前，智丰众创空间已经建成了职业
培训、科技咨询、创业服务、平台运营指导、
新媒体、家庭教育六大工作板块。“未来，智
丰众创空间将通过六大板块的共建共享，
建立丰富的业务体系，帮助更多的初创企
业逐梦远航。”邓文达说。

邓文达创立“智丰众创空间”，累计孵化初创企业67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家

“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打把伞”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