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扬：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博彰：
零基预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一场“厅长通道”，4位厅长接受记者提问

聚焦高质量发展，释放多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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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财政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把零基预算改革作为
财税体制改革‘头号工程’，
全力抓落实。”陈博彰表示。

如何落实？ 路径怎么
走？陈博彰介绍：“主要思路
可以概括为‘3345’。 坚持

‘三个原则’，即‘以零为基’
‘以事定钱’‘以效促用’；打破‘三个基数’，即打破政府
预算、部门预算、转移支付基数；加强‘四个统筹’，即加
强专项资金、跨层级资金、跨部门资金、单位资金统筹；
实施‘五大攻坚’，涵盖产业、高校、科研、信息化和资产
管理。同时，加大财审联动力度，构建管理闭环。”

目前，我省零基预算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省级专
项从42项整合为33项，压减21%，省本级收回167亿元，
腾出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发展和改善民生。2025年，省财
政支持“三个高地”建设的资金将增长71%，一批民生
实事将提标或扩围。

2024年，湖南成立金芙蓉基金，成为投资界关注热
点。目前，金芙蓉基金已批准设立新能源、大健康、空天
海洋等6只子基金，已注册落地3只。

“这其中，大学生创业投资子基金备受关注。”陈博
彰说，“该基金规模超5亿元，通过激励让利、损失核销、
项目孵化、综合服务等灵活机制，最大限度鼓励大学生
来湘创业。

“我们以‘五大标志性
工程’为总揽，大力实施创
新提升行动，全省科技创新
呈现新气象。”朱皖介绍。

投入产出再上台阶。
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1280亿元， 基础研究投入
占比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4800亿元，增长超过20%。

创新平台增量提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入列35
家，总数和在全国占比实现“双提升”；新获批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1家，总数居全国第2。

科研攻关成果丰硕。全省“十大技术攻关”、重大科
技攻关等项目，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30余项；“江海号”
最大直径盾构机打通长江最长公路隧道； 耐盐碱水稻
新品种亩产突破500公斤。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全省高校登记技术合同超
万项，与上年同比增长48%；成交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
56%。特别是，我省高校成果在湘转化率首次超过50%。

她表示，新的一年，省科技厅将从“三端”发力，进一步
加快推进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从供给端发力，健全成果转化导向的评价机制；从
需求端发力，加大研发奖补受众面，推动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政策应享尽享；从转化端发力，建好用好技术成
果进场交易平台，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让成果转
化渠道更顺畅。

“我省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基本形成， 推动物
流成本实现10年连降。2024
年， 我省物流成本又将继续
下降120多亿元。”刘扬介绍。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推进降低全社会物流
成本专项行动，构建便捷高
效的综合交通物流网络。刘
扬表示，2025年将从4个方面入手，落实相关工作部署。

优化运输结构降成本。实施“一湖四水”港航提升
工程，加速畅通湘江、沅水“十”字水运大通道，完善港
口布局，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水”“公转铁”。

发展多式联运降成本。在长株潭、衡阳、怀化等城
市大力推进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动公路、铁路、水路、
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信息共享、规则衔接，推广“一箱
到底”“一单到底”服务模式。

扩容补网降成本。实施高速公路主通道扩容工程，
按不低于8车道标准，扩容改造南北向主动脉京港澳和
东西向主动脉沪昆高速公路湖南段。推动“高质量县县
通高速”，让人员流动更便捷、货物运输更高效。

科技赋能降成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等
新技术赋能，加快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推进
智慧高速、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慧物流园建设。

春运大幕拉开，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5亿人
次。刘扬表示：“春运是中国人回家团聚的幸福旅途。我
们多部门组建了春运工作专班， 将压实责任、 密切协
同，确保实现‘平安、便捷、温馨’的春运总目标。”

1月14日上午，湖南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一场“厅
长通道”集体采访活动，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朱皖，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卫安，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博彰，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扬走上通道，围绕科技创新、现
代化产业体系、零基预算、物流成本等话题回答记者提问，释放
高质量发展的多重信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孟姣燕 王亮

省科技厅厅长朱皖：
全省科技创新呈现新气象

“我们将加快推动新旧
动能的接续转换，努力构建
湖南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二
曲线’。”王卫安表示。

在王卫安看来，去年湖
南工业发展最亮眼的成绩，
可以用“一大两强”来概括：
一是贡献大，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7.2%左右， 对全省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二是产业强，衡长株潭特高
压输变电产业集群成为我省第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新增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是企业强，
新增百亿企业11家，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4家、
“小巨人”企业64家。

王卫安介绍，2025年，省工信厅将从4个方面重点
发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在未来产业方面，将找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
来材料等与湖南契合的细分领域，构建应用场景。

在新兴产业方面，提高新能源汽车的产销渗透率，
力争产量突破120万辆。大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壮
大以音视频等为代表的绿色智能计算产业， 力争迈上
万亿新台阶。

在优势产业方面， 将推动工程机械和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向新能源等领域拓展，向再制造、后服务和海外
市场延伸。

在传统产业方面，将推动湘绣、湘瓷等进一步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围绕生猪、柑橘、黄桃等开展精深
加工，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卫安：
构建湖南工业经济增长“第二曲线”

1月14日上午， 省十四
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今年
大会首次邀请华侨列席，组
织驻华领馆、港澳特区政府
驻湘机构官员旁听。

邀请华侨列席省人大
会议，是省人大代表提出建

议、部门单位协同落实的结果。2023年，省人大
代表、湖南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兰广湘提出了
关于邀请海外华侨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建
议。在他看来，华侨在湖南省经济建设、对外开
放、招商引资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邀请华
侨列席省人大会议，能够让他们在国外讲好湖
南故事。

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前， 兰广湘与8位海外
华侨在省人民会堂前合影留念。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罗艾敏
记者胡锐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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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兰广湘：
让湘籍华侨在海外讲好湖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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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到了家乡翻天
覆地的变化和优越的营商
环境。”1月14日上午， 省十
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海
外华侨、老挝湖南商会名誉
会长李文科受邀列席。

“能参与这么重要的会
议，对我们海外侨胞来说，是一件很受鼓励的
事。”参加完上午的会议后，李文科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2025年，我期待能够为湖南各个行
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月13日，李文科还前往了三一重工、铁建
重工、马栏山、岳麓书院等地考察。此行，他深
切地感受到了湖南的发展速度和湘商文化的
历史底蕴。“回去以后， 我一定把湖南的速度、
湖南的故事、 湖南的声音传播给海外华人华
侨，为湖南，为中国奉献一份力量。”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罗艾敏 杨洁规

海外华侨李文科：
期待能为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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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省两会上，省政
协委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樊毅带来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农
业保险保障的建议。

“2023年，湖南农保保费
收入75.9亿元，同比增长25%，

但与构建高质量农业保险体系仍有差距。” 樊毅
认为， 农业保险存在政策性农险覆盖率不高、商
业化农险规模化推行趋缓等问题，如，湖南三大
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覆盖率约78%，而蔬菜、水果、
茶叶、 油茶等高附加值农作物保险覆盖率低，绝
大多数仍未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为此，她建议，从完善制度机制“强基础”、
优化险种设计“接地气”、加大资金投入“惠民
生”、强化科技赋能“增实效”四个方面入手，以
期构建农业保险多元化产品体系，实现从“自
然风险保障”向“市场风险保障”的拓展。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王智芳

省政协委员樊毅：
优化设计，让农业险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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