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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璐

2 月 22 日，长沙市望城区“质效倍增拼经

济、担当善为抓发展”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

大会举行，会上兑付了 1.43 亿元惠企资金，将

政策红利落实到企业。

龙年开年以来，望城区全力以赴拼招商、

抓项目、助企业，奏响了高昂奋进的“开春曲”。

46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
总投资555.7亿元

2 月 20 日，长沙大泽湖·海归小镇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暨开工活动举行，46 个重大项目签

约开工，总投资 555.7 亿元。

大陆希望中心总部经济产业园项目三期，

总投资约 65 亿元，将建设大陆希望华中区域总

部 、海 归 科 技 与 创 新 中 心 等 ，构 建“研 发 +总

部+智造基地”生态链企业集群。“区域总部选

址落户望城，是被这里的产业潜力所吸引，也

被这里的营商环境所打动。”大陆希望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佳说，前期区领导带队

到集团所在地考察交流 10 余次，深度调研产业

链条，“量身定制”项目落地方案，从中下游链

上企业及周边市场匹配，到公司注册细节，事

无巨细事必躬亲。如今，望城区又成立项目工

作专班“护航”，企业感觉像回到了“娘家”。

2023 年，秉持“开明、精准、舍得、执着、高

效”招商方针，望城区新引进项目 103 个，协议

引资超 550 亿元；全区实际实施项目 479 个，年

度投资 466.7 亿元，省市重大项目年度投资完

成率分别达 120%、140%。2024 年，又聚焦重点

板块精准铺排建设项目 638 个，计划投资 613.7

亿元。

该区对总投资约 1712 亿元的十大省市基

础设施、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等重大项目，均明

确联点帮扶区级领导及后盾单位，合力解决项

目推进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尽

快落地、开工、推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全

年“满堂彩”。

惠企资金去年兑付 7.46亿元，
今年预计达8亿元

2 月 22 日，望城区对 2023 年度惠企政策进

行集中兑付，共兑付惠企资金 7.46 亿元，惠及

企业 2766 家。

“去年，我们获得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奖补、基础研发奖补等惠企资金 500 多万元。”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

王灿介绍，企业全力打造国家能源大规模储能

技术装备及应用研发中心，所获惠企资金将用

于项目研发和人才奖励。

2023 年，望城区制订了 75 条惠企“干货”

举措及“稳增长 16 条”“骨干人才 10 条”“工业

八促 26 条”等一揽子政策，“真金白银”助企发

展。今年在延续 2023 年政策基础上，聚焦工业、

科技、商务、建筑、农业、文旅、卫健、教育 8 个重

点领域，又推出惠企政策“升级版”100 条，政策

覆盖面、精准度、时效性进一步提升，预计全年

各类惠企资金再攀新高，达 8 亿元。

该区还组织全区 1215 名干部“一对一”走

访帮扶 1215 家企业，去年以来解决问题 1036

个，解决率达 99.8%。

“望城区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排忧解

难有速度。”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许愔告诉记者，去年集团拓展全国钢

结构桥梁市场，在望城区大力支持下，湘江漆

成功应用于香炉洲湘江大桥，基于此，今年公

司将获得 3 至 5 座大型钢结构桥梁业务。“营商

环境省心，我们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企业收入

和税收连续 5 年实现增长。”他说。

湖南日报 2月 23日讯（全媒体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黄超）今天，长沙高铁新城片区 2024 年

“开门红”项目签约仪式举行，15 个重大项目签

约落地，签约金额达 105.76 亿元。

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丰益国际投资建设

国际商旅健康城，拟建成一栋高 249 米的地标

性建筑，打造集国内一流特色专科、医疗医美、

康养康复于一体的医疗大健康综合体；国内

“顶级”干细胞技术研发公司华夏源细胞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华中研发总部项

目，在浏阳河数谷建设集数字医疗、技术研发、

细胞药生产于一体的全球化细胞技术研发中

心；德默数字医疗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

将建成快速审批、制度创新、贸易便利的医疗

器械 CDMO 平台和全省首个数字化引领的生

物科技产业基地。

据 介 绍 ，2023 年 ，高 铁 新 城 片 区 交 由 湖

南 自 贸 长 沙 片 区 托 管 之 后 ，发 展 步 入 快 车

道 ，全 年 新 引 进 产 业 项 目 6 个 ，总 投 资 80 亿

元，预计每年可产生税收 3 亿元，实现外贸 30

亿元。

15个重大项目落户长沙高铁新城片区

湖南日报 2 月 23 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记者从 22 日召开的全省应急管理

工作暨安全守底行动动员部署视频会上获

悉，我省将从 8 个方面开展安全守底行动和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这 8 个方面分别为：对重点行业领域，

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运用“三查一曝

光”硬举措，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持续加强打非治违和监管执法；督促企业

落实“双重预防”“一会三卡”制度，推动企

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运用先进适用技术

装备，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落实“关键

少数”落实第一责任；严格安全生产培训考

核，提升从业人员培训质量；持续加强安全

宣传，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安全技能。

安全守底行动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将

实行统一部署、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同，

形成工作合力。省安委会将把安全守底行

动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情况作为年度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重点。各级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快建立健全会商研

判、信息调度、问题交办、警示通报、督导检

查、调度考核、宣传报道等工作机制，确保

按时间节点、按进度推进各项工作。

我省开展安全守底行动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从8个方面筑牢安全防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于淼

通讯员 丁渭

“之前担心贷款手续繁琐，‘远水救不

了近火’，没想到现在贷款一下就办好了！”

望着栏里几十头茁壮成长的小猪，湘潭市

湘潭县杨嘉桥镇同福村村民夏先生向记者

感慨。不久前，他的养殖场因添置饲料，资

金周转困难，湘潭天易农商银行杨嘉桥支

行通过上门服务，当场评级授信，办理 10 万

元的福祥 e贷，解决夏先生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湖南农信积极推动普惠金融

数字化转型，建设多渠道广覆盖的农村数

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质效，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2023 年末，全省

农信系统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合计 2776 亿

元，较年初净增 273 亿元。

如何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让数据“上

门”，加快办理流程？湖南农信打造“福祥到

家”服务体系，将基础柜面业务、小额信用

贷款、客户信息采集等服务线上化。

为了将农户从田间地头转移到智慧线

上，衡阳农商银行发动 30 个支行对辖内 95

个村（社区）、1436 个村民小组进行全面走

访，了解农户种植养殖、经商、外出务工等

无形信息，通过对住宅、车辆、设备、存货等

有形资产拍照“打卡”，形成“农户白名单”，

为快贷系统升级提速。湘潭天易农商银行

通过“普惠帮手”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客户走

访建档，2023 年完成 176 个行政村整村授

信，完成农户电子建档 10 万余户。

线上渠道逐渐通畅，让农商银行与客

户间搭起了“天线”，让数据多“跑腿”。

“扫一扫就能知道授信额度，不用再跑

银行了！”攸县渌田镇五丰村的猕猴桃种植

户蔡健华说。不久前，蔡健华想扩大经营，

了解到攸县农商银行自主研发“码上贷”

后，立即扫描二维码，查询到了自身的授信

额度。上门走访人员通过扫码信息，了解经

营情况后，当即在“平板”上更新评级信息，

追加 10 万元授信额度。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3 年末，攸县扫码

“码上贷”查询人数达到 62.19 万人次，签约

2.68 万户，签约金额 52.86 亿元，用信金额

47.53 亿元，个人信用贷款年均增速超 10%。

有了数据“打底”，数字化产品更加有

的放矢，助力普惠金融提质扩面。

怀化农商银行运用当地政务数据资源，

推出线上贷款产品“怀化快贷”，将传统线下

的信用贷款改为全流程线上化，累计服务普

惠客群 1.74 万户，授信 14.9 亿元。衡阳农商

银行与不动产登记中心系统对接，实现不动

产登记线上化，提升贷款办理效率，通过线

上房屋抵押贷款累计用信 6.46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全省农信系统线上有

效签约客户 106 万户，授信金额 1531 亿元，

贷款余额 938 亿元。

数据“上门”少跑路 线上办理更省心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乡村振兴
湖南农信在行动

奏响高质量发展“开春曲”
——望城区全力以赴拼招商、抓项目、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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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道县高新

区永州创优运动用品有限

公司，工人在生产运动鞋。

春节假期过后，该县各企

业订单充足，工人们加紧

赶制产品，力争实现新春

“开门红”。

何红福 何红梅

摄影报道（湖南图片库）
▲ ▲（上接1版①）

今年，犬木塘水库工程灌区项目定下

了灌区一期通水目标。记者在现场看到，灌

区项目九龙岭隧洞工程 15 个工作面“火力

全开”，支洞已贯通至主洞。作为灌区项目

的关键性工程之一的鸟山渡槽槽墩已基本

完成，10 跨槽身已浇筑完成。

在洞庭湖区重点垸堤防加固工程（以

下简称“加固工程”）现场，工人克服低温天

气影响，抓紧对“朝天口工程”（穿堤建筑物

中须破堤施工的工程俗称“朝天口工程”）

进行收尾。

加固工程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去年，加固工程实施了 60 多处“朝天

口工程”。“‘朝天口工程’施工对时间有要

求，只能利用枯水期施工，抢在汛情到来前

全部完工。”省港航水利集团水利投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实施的“朝天口工

程”已基本进入收尾阶段，可确保在汛情到

来前全部完工复堤。

▲ ▲（上接1版②）

“新年第一访打响了长沙新一轮安商、亲商、富

商的‘发令枪’，长沙开启了每周每月每季每年的

‘集链成群’产业链建设专项提升行动。这说明长沙

不仅在心中、更在行动上把企业放在重要位置。”长

沙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长沙市委明确将 2024 年定

为“产业质效倍增年”“担当善为落实年”，而提升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既是产业质效倍增的关键环节，也

是考验担当善为的有力抓手，长沙将大力推动串珠

成链、集链成群，向先进制造业高地攀登。

新年以来，长沙工业企业相继复工复产，17 条

产业链链上企业以冲刺姿态夺取一季度“开门红”。

2 月 15 日，工程机械产业链龙头企业三一集团

119 台价值 2.28 亿元主机设备，从长沙、邵阳、涟源

等地 5 大产业园发往世界各地；先进能源材料产业

链代表性企业中伟新能源，春节假期 800 多名员工

坚守岗位，忙着交付韩国、美国的订单及三元汽车

锂电池订单；新型合金（3D 打印）产业链重点企业

华曙高科研发总部及产业化应用中心 1 号科研大楼

顺利封顶，迎来开年首件大喜事……

链长实绩：探新路、谋进阶，“长沙
经验”备受关注

长沙是产业链长制首倡地，从 2017 年提出到如

今，长沙产业链从最初的 22 条“瘦身”为 17 条。

“整合的关键要化解相同领域产业间的同质竞

争。”长沙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现代种业及

食品产业链为例，其前身是现代种业产业链与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由于上下游科研与业务关系

密切，后整合成一条。将原先的汽车产业链拆分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这是

因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迅猛，‘单拎’有利于对产

业精准施策、靶向扶持。”

链长的功能也不断在“进阶”。起初，很多企业

对链长的直观认识，或许源于某次紧急求助，招工

问题请求帮助，项目推进寻求协调……随着一个个

具体困难解决，“有困难找链长”，已成为企业的“习

惯动作”。链长制也成为长沙服务企业、促进发展的

重要一招。

如何解决产业链条不完善、配套不健全等问

题，成为很多链长思考谋划的重点。

延链、补链、强链成为链长制工作重点。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长沙要“补”的地方

在哪里？引进关键零部件、提升配套能力是发力点。

长沙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便是一次探索，仅去年 9 月

开园当天签下的项目，就将大幅提升长沙汽车产业

零部件基础支撑水平。

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是产业链发展的切肤之

痛。这两年，长沙产业链长积极谋划围绕产业链布

局创新链，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十四五”开局之年，长沙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

集群，深入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供

应链深度融合，多项工作机制、工作经验获国务院

大督查通报表扬。产业链建设的“长沙经验”备受关

注。

产业链建设全面铺开以来，长沙始终保持着平

均每 3 天新签约 1 个投资额过亿元产业链项目、每

15 天新引进 1 个“三类 500 强”产业项目、每 30 天新

引进一个投资额过 50 亿元产业链项目的速度，高质

量发展势头高歌猛进！

▲ ▲（上接1版③）

走进岳阳城陵矶新港区、华容高新区、

汨罗高新区等工业园区，一个个企业机器

轰鸣，产销两旺。2 月 16 日，湖南科创纺织

有限公司全体职工返回岗位，拉开华容高

新区企业复工复产帷幕。目前，公司订单已

排到 5 月，力争今年实现销售收入 14 亿元、

创税 4000 万元。岳阳市工信局统计，截至 2

月 23 日，全市已有 2044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复工率达 96.3%。

为帮助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岳阳市各级

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积极解决用工、资金等

难题。2 月 19 日，2024 年岳阳“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系列招聘活动拉开序幕，为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退捕渔民、残疾人等各类

劳动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用人单位搭建对接

平台，稳就业保用工。当天，192 家企业发布

岗位 5992个，达成就业意向 597人。

汨罗高新区汨之源集团举行银企新春

座谈会，邀请 11 家金融机构、企业代表共话

友情、共谋合作、共商发展，推动银企合作。

汨罗高新区工业基础良好，参会的金融机

构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助

力园区企业复工复产、发展壮大。

▲ ▲（上接1版④）

蔬菜地上空，悬挂着一个白色水滴形

设备，大约足球大小。“这是传感器，能实时

捕捉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气压指标，

这些信息传输到办公区域的控制台。我们

可根据收集的信息，及时调整棚内环境，确

保适宜各类不同蔬菜生长。”刘刚介绍。

说着，他又从口袋掏出手机，点开一款

软件，各种数据赫然在目。“你看，我这个软

件和控制台是相连的，所有数据我可以第

一时间从手机了解、调节。”他轻点屏幕，很

快，棚内的遮光帘收到指令，降下来一些。

记者看到，地面还铺设了水肥一体、自

动卷帘机等设备。

刘刚介绍，和以前普通大棚相比，这些控

温调湿设备不仅有更强的“防御能力”，还能

“主动出击”，“比如1月底的大雪天气，棚顶积

雪太厚，可能导致大棚被压垮，或棚内温度过

低冻伤、冻死蔬菜。我们通过调节棚内温度，

及时化雪，主动避免极端灾害天气影响。”

有了智能设备加持，鹏盛农业的反季

蔬菜产量更高、品相更好。

刘刚告诉记者，目前他的蔬菜基地占

地 1060 亩，其中智慧大棚达 12.5 万平方米，

种植有黄瓜、西红柿、辣椒、西兰花、芹菜等

20 余个蔬菜品种，亩产都能达到传统种植

的 3 至 4 倍，且订单源源不断。

“本地商超、市场都有售卖，我们还取

得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

证，各色菜品远销粤港澳地区。”刘刚说。

▲ ▲（紧接1版⑤）眼下，村民正忙着给一垄一垄甘蔗

种苗地盖薄膜，预防本轮寒潮。

长坡山村党总支书记孙本黑说，现在国家政策

越来越好，村民发展产业信心十足，去年他 5 万公斤

锦蜜全部销售一空，每公斤批发价约 8 元。

“村民发展‘甜蜜产业’，在家门口挣钱、顾家两

不误，过着甜蜜幸福生活！”舒家村乡党委书记欧家

辉介绍，全乡不少村民靠着种植冰糖橙和甘蔗，建

起小洋楼，买了小轿车，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同时，

也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去年张公坡村 500

亩中药材枳实初挂果，就为村集体增收 10 万余元。

张公坡村村委员瞿小丽，是该乡返乡创业的代

表之一。2019 年，她放弃外面优越的白领生活，回乡

做了“一粒甜蜜的种子”，带领村民发展红糖产业。

去年冬天，她线上线下销售红糖 1 万多公斤。

近年来，舒家村乡的村民腰包鼓了，精神生活

日益丰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文艺队，村容村貌也

日益亮堂。

记者在舒家村乡红冬潭村看到，苍翠的古树、古

香古色的建筑、小桥流水……所到之处，干净整洁，俨

然到了一个星级旅游景点。尽管天气寒冷，有不少游

客在村里的风雨亭、彩虹桥、鱼鳞坝等地打卡拍照。

“自全乡推广积分制管理以来，村民和村庄的面

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红冬潭村党支部书记许小平

介绍，乡镇和村里都设立了“积分超市”，村民在社会

治理、家风美德等方面做得好的，便可拿村党支部奖

励的“积分卡”去兑换奖品，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建

设家园的积极性。据统计，2023 年，舒家村乡共发放

积分卡 7500余张，群众主动无偿拆除“空心房”、旱厕

等 110余栋，打造“五小园”微景观 107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关关

“轰隆隆……”2 月 23 日，记者走进由中国

二十冶承建的娄底综合料场环保升级改造项

目施工现场，60 余名工人头戴安全帽、身着安

全马甲，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纵墙盘扣支模体系

的搭设，现场挖掘机、混凝土运输车隆隆作响。

娄底综合料场环保升级改造项目建筑面

积 54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 C 型料场、电

气室、转运站等的制作安装。项目经理胡朝阳

告诉记者，项目网架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结

束，进入收尾阶段，料场内部电气室和 2 座转运

站均已封顶，6 座转运站完成 2 层平板的浇筑，

项目预计 2024 年 6 月竣工，将大幅降低炼铁厂

的环境污染程度。

今 年 春 节 假 期 ，项 目 总 共 要 搭 设 1 万 多

平 方 米 盘 扣 架 ，正 是 需 要 人 手 的 时 候 。为 保

障春节假期正常施工，胡朝阳主动请战留守

现 场 ，安 排 好 每 天 的 施 工 计 划 ，为 春 节 施 工

做足准备。

“春节假期，60 余名施工人员在 16 至 24 米

的高空来回穿梭，顺利完成了约 1.2 万方支模

体系的搭设，为我们全年的建设进度开了个好

头。”看着快要搭设完成的支模体系，胡朝阳的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改善混凝

土浇筑的配合比，添加了防冻剂，待浇筑完成

后，再做好覆盖保温。

“虽然节后施工任务比较紧，但质量把控

不能松懈。”项目技术员刘慎喆白天和同事在

现场验钢筋、测标高、查隐患，晚上开展交底培

训，忙得不亦乐乎。

节后忙施工 大干保履约
——二十冶娄底综合料场环保升级改造项目见闻

湖南日报 2 月 23 日讯（全媒体记者

于淼 黄利飞 通讯员 黄琳）记者从农发行

湖南省分行 2 月 22 日至 23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2023 年，该行累放

各类贷款 1050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 4056 亿

元，比年初增加 483 亿元，贷款净增额居全

省政策性银行第一，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支

农成效交上满意答卷。

2024 年，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将积极做

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

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结合湖南实际，全力服务乡村

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

全行将助力“三农”兜底保稳，足额供应

粮油储备信贷资金，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信

贷支持，突出抓好精准帮扶贷款投放。助力新

型城镇化建设，聚焦城乡交通设施互通互联，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落地见效。

强化农业科技信贷支持，聚焦“千万工

程”目标任务，打造湖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样板。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河湖生态

修复治理，助力湖南率先完成数字孪生水

利先行先试任务。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

2023年贷款净增额居全省政策性银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