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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助力我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切实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依照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我局决定针对市场主体

未年报、逾期年报行为实施服务型执

法和包容审慎监管，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对未主动申报 2021 年度年报、且

之前没有因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市

场主体，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主动改正（补报年度报告）并向我局

提出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或恢复正常

记载状态）申请的，我局自受理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移出（或恢复），

并免予行政处罚。

另对 2022 年 10 月 1 日后主动补

报年度报告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

市场主体，非重点监管领域（或行业）、

因疫情影响等其他正当理由导致初次

未年报（且无其他违法失信记录）的，

可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

特此公告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8月 8日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规定，

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

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市场主体未年报行为给予宽展期

免予行政处罚的公告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将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 20 时-14 日 13 时对系

统进行升级，特公告如下：

一、系统升级期间，暂停所有的业务办理及变更服务

（含携号转网服务）。

二、系统升级期间，客户通信、充值缴费、故障申报不

受影响。

如需要帮助，请您拨打 10000。

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22年 8月 10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系统升级公告

湖 南 日 报 8 月 9 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唐曦 通讯员 邓小山）“独居石综合利用项

目 6 月产量突破 1500 吨，已连续 3 个月稳产

达产。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 5.12 亿元，

同比增长 267%。”湖南中核金原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超介绍。

今 年 以 来 ，衡 阳 聚 焦 主 导 产 业 靶 向 发

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1 至 6 月，全

市 14 条产业链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968.67 亿

元，同比增长 11.46%，其中有 8 条产业链产值

实现两位数增长。

该市建立“市领导牵头、产业链推进办

公室统筹、后盾单位保障、主要承载地支撑”

的产业链工作推进机制，并创新推出包含发

展目标清单、在建重大项目清单、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清单、重点问题清单、可产业化的

主要科研成果清单、产业链上下游图谱的

“五单一图谱”机制，对照清单、挂图作战。

产业链建设重点在项目，难点在招商。

衡阳各产业链紧紧抓牢项目建设“牛鼻子”，

相继推动金杯电缆扩建、恒飞电缆智能化产

业园以及“见南山”文旅康养综合体等项目

开工。探索“招商小分队+招商大使”新招商

模式，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湘南纺织产业基地招商工作座谈会等，促成

新能源箱式变电站壳体智能制造、云南锡业

年产 8000 吨锡锭等一批项目落户衡阳。

该市推行“一主链一银行”金融服务模

式，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推进“人才雁阵”

行动计划，并针对技能人才紧缺现象，与驻

地高校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上半年，衡阳

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居全省一

类地区第三；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同比

增长 42%、33.5%，分别居全省一类地区第一、

第二；工业企业实缴税金 29.65 亿元，同比增

长 25.8%，居全省第一。

衡阳壮大产业链跑出“加速度”
上半年14条产业链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1.46%

湖 南 日 报 8 月 9 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罗毅 通讯员 贺敏）今天，抖音产业带服务

商 授 牌 仪 式 暨 株 洲 抖 音 服 装 产 业 带 商 家

8 月 交 流 会 ，在 位 于 株 洲 市 芦 淞 区 的 湖 南

天泽集团举办。株洲谷邦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被授牌为抖音电商“产业带服务商”，为

株洲天泽华丽电商直播基地赋能，促进株

洲千亿服饰产业创新发展。

据 介 绍 ，天 泽 集 团 立 足 于“ 人 、货 、

场”，将市场人流与线上粉丝群结合，实现

市场商铺内有限场地与线上平台中无限场

地融合与衔接，将天泽华丽市场的 1000 多

间商铺重新设计和装修，打造“直播+实体

商铺供货+平台+运营+主播”的“新零售”

商业模式。

为 夯 实“新 零 售 ”发 展 硬 件 基 础 ，天 泽

集团不断完善“吃、住、播”内涵，先后投资

建 设 800 平 方 米 的 喜 乐 聚 餐 厅 、1800 平 方

米的酒店式主播公寓、3000 平方米的天泽

华丽电商直播基地、2000 平方米的电商外

景拍摄基地及 980 平方米的网红服装模特

表演培训中心等，创造直播电商全要素场

景。

除创办株洲市芦淞区天泽华丽电商职

业技术培训学校，天泽集团还与湖南工业

大 学 、湖 南 工 贸 技 师 学 院 、长 沙 师 范 学 院

等高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搭建电商直播

实 习 、实 训 平 台 ，既 缓 解 市 场 电 商 直 播 人

才紧缺现状，又畅通高校人才就业渠道。

今年以来，株洲市直播带货超过 15 万

场次，电商网络零售额超 115 亿元，直播电

商销售额约占全市零售总额的 45%。

抖音产业带服务商落户芦淞区

株洲千亿服饰产业创新获助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李嘉儒 王志军

年 少 时 ，他 向 往 从 军 当 英 雄 ，19 岁 入 伍 穿 上“ 橄 榄

绿 ”。回 乡 后 ，他 子 承 父 业 ，变 身 农 业“ 尖 兵 ”，钻 研 种 植 技

术，带领乡亲和战友共筑“田园梦”。

黝 黑 发 亮 的 皮 肤 ，满 脸 憨 厚 的 笑 容 …… 这 是 湖 南 珠

梅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波给人的第一印象。14 年

坚守田间，涟源市龙塘镇云河新村千亩荒田飘溢稻香。

心中有个“田园梦”

刘 波 曾 是 北 京 卫 戍 区 某 师 的 一 名 军 人 。1996 年 入 伍 ，

服 役 期 间 多 次 获 评“ 优 秀 士 兵 ”。5 年 军 旅 生 涯 ，练 就 了 他

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退 役 后 ，刘 波 当 过 酒 店 的 部 门 经 理 ，担 任 过 销 售 总

监。每次回家，看到农村因青壮年大量进城务工导致成片

良 田 抛 荒 ，儿 时 金 色 稻 浪 翻 滚 的 田 野 逐 渐 被 荒 草 掩 盖 的

景象，刘波都会惆怅不已。

2001 年 ，刘 波 的 父 亲 流 转 村 里 300 多 亩 荒 田 种 植 水

稻 。农 忙 时 节 ，刘 波 总 是 会 抽 空 回 家 帮 忙 。“ 种 田 全 靠 人

工 ，一 个 人 一 天 只 能 插 8 分 田 。”刘 波 说 ，收 成 好 不 好 全 看

老天爷“脸色”。

“ 靠 人 工 ，效 率 太 低 ，要 实 现 增 产 增 收 ，还 得 搞 机 械

化。”2008 年，年迈的父亲已经无力再种田。刘波放弃了大

城市的工作，回家接过老父亲的班。

“ 现 在 国 家 政 策 好 ，要 做 就 做 大 。”刘 波 准 备 大 干 一

场 ，成 立 万 和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购 买 农 业 机 械 ，流 转 1000

多亩水田。“农忙时节，我不是在种田，就是在去种田的路

上 ；农 闲 时 节 ，我 不 是 在 送 米 ，就 是 在 送 米 的 路 上 。”刘 波

自豪地说。

从门外汉到农机专家

“搞农业一定要讲究方法，懂得科学种植、科学管理，

‘土洋结合’更有奇效。”刘波把目光瞄准先进的农业生产

技 术 。他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学 习 机 会 ，累 计 参 加 湖 南 省“ 千

人 境 外 学 习 班 ”“ 三 区 ”科 技 人 才 生 产 培 训 等 40 余 场 培

训。

2012 年 ，刘 波 成 立 万 和 专 业 合 作 社、湖 南 珠 梅 湾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以 公 司 为 主 体 ，采 取“ 公 司 + 合 作 社 + 基

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把流转的水田划分为无公害优质

水稻基地、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中心两大功能区，并在统一

配 种 、统 一 浸 种 催 芽 、集 中 育 秧 等 方 面 ，编 制 整 套 标 准 化

作业规程。

“ 施 好 底 肥 ，做 到 深 施 ；早 晚 稻 行 距 七 寸 ，株 距 五 寸 ；

水 稻 育 秧 基 质 育 秧 酸 碱 度 在 5.5 到 6.5 为 宜 ……”有 问 题

向专家请教，刘波撰写的育秧、插秧、施肥、收割等方面的

种田心得有数十本。

除了向“科学”要质量，还要向“机械”要效率。乘着农

机 补 贴 的 东 风 ，刘 波 买 回 10 余 台 农 机 ，用 于 机 械 化 耕 种 。

买 机 械 、用 机 械 、修 机 械 …… 他 从 一 个 门 外 汉 ，捣 鼓 成 了

一名农机专家。

“现在公司拥有国内外大型农业机械设备 30 余台，农

业 作 业 实 现 了 全 程 机 械 化 ，服 务 面 积 达 3200 亩 。”刘 波 介

绍 ，目 前 公 司 拥 有 已 授 权 的 发 明 专 利 1 项 ，正 在 积 极 申 报

实用新型专利 6 项，成功申报湖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基

地，公司还和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教授团队达成合作，培

育 、种 植 和 推 广 优 质 早 稻 湘 籼 45 号 和 早 稻 超 级 稻 中 嘉 早

17 号、湘晚籼 13 号、玉针香等“湘米”系列优良品种。

带领乡亲们富起来

“ 当 兵 时 ，我 们 讲 求 集 体 利 益 要 高 于 个 人 利 益 ；现 在

种田，同样也坚持社会利益要高于企业效益，这是军人的

使命感。”刘波把带领乡亲们致富作为自己的追求。

在 珠 梅 田 凼 ，村 民 都 亲 切 地 称 他 为“ 农 民 波 波 ”，“ 他

待人真诚、为人和善，蛮肯帮忙的！”

如 今 ，万 和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季 节 性 用 工 最 高 峰 达 到

60 余人。“我们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既收租金，又可在基

地 务 工 ，一 份 地 能 赚 两 份 钱 。”云 台 组 脱 贫 户 吴 合 心 常 年

在合作社务工，年收入近 3 万元。

有 了 一 定 规 模 和 效 益 后 ，不 少 人 慕 名 前 来 请 教 。“ 与

其说请教不如说相互交流，只有大家一起琢磨，技术才能

大 提 升 。”对 于 一 些 技 术 和 管 理 问 题 ，刘 波 都 是 毫 无 保 留

倾 囊 相 授 。近 年 来 ，刘 波 带 动 古 塘 、七 星 街 等 乡 镇 12 名 退

役军人从事农业生产，关联建档立卡贫困户 86 户，帮助入

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共 130 余万元。

2020 年 ，刘 波 利 用 合 作 社 的 收 益 ，投 资 10 余 万 元 ，建

起 200 多立方米的冷链仓储，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农特产

品、蔬菜贮存。目前，他正着手兴建一个 200 平方米的扶贫

土特产超市，除吸纳村民就业外，还收购销售当地特色农

产 品 。“ 想 自 己 卖 的 ，我 就 免 费 提 供 场 地 ；没 有 时 间 的 ，我

们就帮忙代售。”

“ 浇 灌 了 多 少 汗 水 ，土 地 就 会 给 予 多 少 回 报 。以 前 扛

枪 守 卫 国 土 ，现 在 拿 起‘ 锄 头 ’，土 地 就 是 我 的 阵 地 。希 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田野成为村民致富的‘金土地’。”

刘波说。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汉医养

护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汉寿县人民医院，投资额 2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常德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汉寿县人民政府网、《湖南日报》、《常德日

报》。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2年 8月 9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新时代“老兵新传”

“土地就是我的阵地”
——记退役军人、湖南珠梅湾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波

▲ ▲（上接1版②）

“民宿这个概念，我们其实还在摸索。”

吕开虎坦言，如今的塘田酒家，只是民宿的

一个雏形，接下来要在硬件设施、装修风格、

服务配套等方面再下功夫。

怎么打造具有塘田特色的民宿产业？这

是塘田市镇一直思考的问题。

民宿发展需要与当地的空间要素、民俗

文化、人文要素等深度融合。对塘田市镇来

说，红色资源无疑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近年来，塘田市镇启动了塘田红旅小镇

项目，加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打造集红色

研学、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旅融

合基地，以红旅小镇为支点，撬动全域旅游

发展。从每年上万人次到 30 多万人次，有“南

方抗大”之称的红色景点塘田战时讲学院，

近几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今年 3 月，对河村开始建设红色主题文

化长廊。如今，这条长约 300 米的长廊已基本

完工，大幅墙绘惹人注目，极具“塘院风格”

的公共空间设计颇为巧妙。记者行走在长廊

里，看到许多脚手架，不少民宿正在热火朝

天建设中。

“村民们积极性很高，很多想把自己房

子装修成民宿。”村党支部书记周元保解释，

长廊沿途 40 户村民中，有 10 多户打算开民

宿，和红色长廊“统一包装”，自发打造民宿

集群。

“我哥是村里第一个吃旅游饭的人，早

就‘先富起来’了，我也要赶上民宿的风口，

做‘后富起来’的那批人！”周友文家原本是

土砖房，他和许多村民一样，重新盖房子、搞

装修、开民宿。对村里旅游发展前景，他很有

信心，“我哥最早开饭店，后来开家庭农场，

生意特别红火 。来塘田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了，只要把民宿经营好，不愁没生意！”

“过去游客来，大多参观完塘田战时讲

学院旧址后便离开了，鲜有其他配套旅游、

游玩项目，民宿也只有零散一两家，游客来

得了、留不下。”塘田市镇镇长蒋凯兵介绍，

如今镇里正大力发展多元旅游业态 ，打造

精品民宿，推进民宿与采摘、研学、团建、露

营等项目融合发展，实现采摘农业、特色养

殖、休闲体验等产业联动发展，让游客玩得

好、留得下、买得起，真正实现农旅文融合

发展。

■记者手记

一个闪耀着红星的村子

梁可庭

红星熠熠，救亡赤帜耀塘田。

在邵阳县塘田市镇对河村，五角红星随

处可见。夫夷河畔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里

有，村里打造的红色长廊中有，公共文化广

场上有，村民们每家每户门口都有。

深入村里，你会发现，无形的红星，更加

闪耀。

中午在当地有名的民宿塘田酒家吃饭，

民宿老板吕开虎介绍说：“在我这儿吃饭，是

要预约的。”

原因无他，要保证菜品绝对新鲜——肉

类要现宰现杀，蔬菜要当日去地里采摘，从

不提前购买冷冻菜品。

即使接待桌数有限，吕开虎依然坚持如

此。

原本以为这是塘田酒家独有特色，没料

到当天在村里漫步，看到一家“鹅司令”家庭

农场，一聊，老板脱口而出同样的话：“在我

这儿吃饭，得提前预约，宰鹅得花 2 个小时

呢！”

这才知道，原来当地许多店都是这样。

“钱可以少赚，但要给游客最好的招待。”这

样真挚朴素的理念，在如今快节奏的商业消

费环境里，显得尤为可贵。

在对河村，无论文化程度如何，无论年

纪多大，村民们对塘田战时讲学院那段历史

是那样熟悉，在说到“抗大精神”时是那样自

豪，或黝黑或沧桑的脸，眉飞色舞，辉映着自

信的光芒。

赓续红色基因，将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

深度融合，闪耀的红星，必将引领当地在农

旅文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上接1版①）

“7 月、8 月、9 月，最热的时候，也就是采

莲子的高峰期，所以要趁早起凉快时下田。”

杨映说，采莲首先要备好装备，长衣长裤和

帽子是必须的，荷花茎叶上全是小刺，还有

蜇人的毛毛虫。

虽然是早晨，太阳一出，气温就上来了。还

没开始正式采摘，人已汗流浃背。记者穿上长

筒雨靴下到田里，荷叶高过人头，荷杆密集，底

下水少泥深，雨靴陷进去，步步艰辛，这才理解

了采莲师傅们为什么大多都是赤脚下田。

“摘莲蓬时机要刚刚好，不能等它长得

太老，也不能还没长大。”杨映说，此时节大

量上市的是鲜食莲子，刚冒出莲蓬三分之一

左右的莲子最好。莲心是黄色的，没有一点

苦味，最受欢迎。露出头三分之二左右的莲

子，莲心是绿色的，略苦，有清火之效，也有

人喜欢。如果再老一点，莲房水分干了，莲子

会掉进水里，无法采收。

记者学习的这片莲田，刚被莲农采摘过，

好不容易寻到一颗莲蓬，被“师傅”叫停：“这

个好完美的莲蓬还没长大，明天再摘吧。”

荷花一茬一茬次第开放，莲子也是一批

一批次第成熟。从 7 月到 9 月，一片莲田每隔

两三天便可采收一遍。

随着气温升高，荷田里已如蒸笼，莲农

们每摘满一背篓莲蓬便送到岸边。

“一天只干半天活，上午 11 点就收工，能

挣上 100 多块钱。”穿红色衣服的朱桂英干活

特别利索，上午 10 时左右，她已经送了 10 来

趟莲蓬了。

场景二：千里犹带水云香

田田莲叶间，有一座白色的小房子，朝

向莲田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这是一个电

商直播间。

有时候杨映会在这里做一场直播：“一

年一季的新鲜莲子，不可错过；爱与美食，不

可辜负。”

更多的时候直播间里没有主播，只有接

天莲叶、映日荷花在晴空下摇曳。远处是青

翠昌山，巨大的风车叶片缓缓转动……此情

此景，让人难免心生向往、完成订单。

“直播是我的新农活，不同平台直播的

方式不一样，卖的货也不一样。除了采莲蓬

的 直 播 ，我 们 还 有 剥 莲 子 、加 工 莲 子 的 直

播。”杨映带记者来到一个大凉棚里，20 多名

村民在这里剥莲子，大多数是本村妇女，还

有放暑假的孩子。

70 多岁的赵声根是这里的管理员，负责

给村民们剥好的莲子称重、记录，他将莲蓬

简单分成老的和嫩的两堆：“嫩莲子直接打

包发货，老点的还要破壳加工。”

村民赵程对着手机，边剥莲子边直播：

“刚刚摘下的莲蓬，刚刚剥出的莲子，现在下

单 ，马 上 发 货 ，明 天 到 家 ，加 冰 块 保 证 新

鲜 ……”剥好的莲子，会尽快放入冷库，全程

冷链运输，确保新鲜。

线 上 订 单 已 经 不 少 了 ，杨 映 赶 回 家 去

打印快递单。打印快递单也是一个细致活，

分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店铺打印，每天打印快

递单也要忙上几小时：“我们在不同平台上

有六七个店铺，光是一个拼多多店铺每天就

有几百单，客户以沿海省份和省内的为主。”

订单太多的时候，莲子供不上，杨映的

丈夫中午还要去别的基地收货。两个女儿

放暑假在家帮着称重打包，家里老人负责

操作机器，给老莲子开壳。这个夏天，一家

人都围着莲子打转，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有滋有味。

清清莲子，携着凉意，搭乘电商快车，次

日便可抵达消费者手中。露水的风味，月色

的清香，抚慰着暑气中的人们。

【学习体验】

直播电商下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月桂

采莲，一个听上去诗意的农活，其辛苦

程度其实不亚于收水稻。如今的莲田里，除

了传统的采摘莲蓬，还多了一项新农活——

电商直播。

以前莲农卖莲子，是扁担挑着、土车推

着或者自行车驮着，去镇上的集市售卖。随

着农村电商的发展，湘莲也搭上了直播电商

快车。

各大电商平台上，农产品从缺乏存在感

到如今首页入口，见证着电商农业的快速发

展。以靠拼农货起家的拼多多为例，该平台

推出“农地云拼+产地直发”模式，打造农业

“超短链”。

传统的“农民—收购商—分销商—消费

者”农产品销售链条，缩短成为“农户—经销

商—消费者”，或者“农户—消费者”，让产品

更快抵达消费者，利润更多留在农民手中，

同时推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直接面向市场，

更好实现以销定产。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

重配着农业生产要素，让手机成为新农具，

直播成了新农活，还吸引了更多像杨映一

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催生更多新农人、新

业态。

相 较 其 他 产 品 ，农 产 品 的 电 商 化 无

疑 还 有 很 远 的 路 要 走 。也 正 因 如 此 ，农

村 电 商 领 域 才 是 真 正 的 星 辰 大 海 ，浩 瀚

无 垠 。

涟源市龙塘镇珠梅田凼千亩优质高产双季稻示范种植

基地，刘波在查看稻谷长势。 常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