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如今大祥的农村，你会为
扑面而来的富裕祥和气息而感到欣
慰；树成行、路成线、电成网、渠畅通，
这些巨大变化， 会让你由衷地感
叹‘乡村旧貌换新颜！’”这是今年
国庆前夕回乡探亲的游子深入大
祥农村， 所见所闻之后发出的感
慨。大祥区因地制宜，以产业化经
营为主线，以基地建设为重点，以
富民增收为目标， 大力发展“菜

园”、“果园”、“林园”、“游园”、“后
花园”经济，城郊型特色农业芬芳
满“园”。今年来，该区在稳定粮食
生产的基础上，以“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为目标，坚持把推进城乡一
体化试点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结合
起来，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
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培育壮大
主导产业，加快龙头、蔡锷新农村
示范片建设。龙头、召佰蔬菜基地

不断壮大， 引进了湖南新巾帼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板桥乡建设蔬
菜基地3000亩， 已建设钢架大棚
200个； 建设桥头村500亩红壤柚
基地； 板桥村200亩大棚葡萄基
地； 立新村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达
到600亩。浩天米业、永绿翔、檀香
园、 云溪谷等农业龙头企业进一
步做大做强。 正在规划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建设。

工业，是强区之本，大祥区委、
区政府积极实施“工业强区”战
略，全力打造“工业强区”平台，近
年来，工业经济实现了由小到大、
由慢到快、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变，
形成了机械制造、汽车配件、食品
加工、建筑材料、能源建设等5大
优势产业。大祥工业经济开发区
下辖雨溪循环经济示范区和面
铺及板桥横冲2个工业小区，规
划面积10平方公里。目前，园区
企业总数达到68家。正在规划建
设2平方公里的湘商产业示范
园。该区靠邵商引客商，靠高地

造洼地， 使大祥成为投资的沃
土，吸引了大批“客商”纷纷落户
大祥。今年，该区加快省级工业
集中区建设，上半年园区引进工
业企业3家、物流企业1家，完成
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7.8亿元、同
比增长23%，大祥省级工业集中
区获得全省省级工业园奖励。积
极推进“四百工程”，该区完成招
商引资项目7个，新开工企业7个，
竣工投产项目6个，正在申报新增
规模工业企业8个。 一些大企业、
大集团扎根大祥， 挺起了该区工
业经济发展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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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
的巨大挑战和“5.25”特大暴雨灾
害的不利影响，新邵县委、县政府
认真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突出狠抓工业生产、城镇
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三轮驱动”，
扎实推进"两重点三主要"工作，全
县经济迎难而上、迎难发展。

上半年，新邵全县完成生产总
值40.24亿元，同比增长9.6%；实际
利用内资44.37亿元， 同比增长
21.6%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04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农
村居民收入3394元， 增长12.6%，
城镇居民收入 8531元 ， 增长
10.5%。1-7月，实现财政收入5.13
亿元，同比增长5.04%；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73.1亿元 ， 同比增长
24.1% ； 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21.53亿元，同比增长11%；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3亿元，同比
增长12.3%；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21.7亿元、贷款余额65.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4.6%和15.4%。

扭住工业龙头
抢抓发展机遇

该县坚持把发展实体经济特
别是工业这个“龙头”摆在全县一
切工作的首要位置， 制订出台了
《新邵县2014年工业发展“四·一
五”工程实施办法》，严格目标考

核。 强化园区已签约和开工企业
的调度，重点推进金汉机械、科瑞
生物、城通环保、鸿宇工艺、LED电
器、盛强针纺、恒泰纺织、新印机搬
迁等新办工业项目建设。 新田铺
镇二房头村、 塘口村部分区域并
入塘口工业园申报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 塘口工业园区路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已进入勘测、 设计阶
段。1-7月，全县申报新增规模工业
企业2家、 新开工工业项目 29个、
新投产工业项目27个、 新招商工
业项目18个； 实现工业总产值
76.4亿元，增长18%；工业增加值

22.9亿元，增长16.2%；规模工业
总产值66.5亿元，增长19.6�%。

做大做强项目
又好又快推进

1-7月， 该县共新引进投资规
模较大的项目26个， 其中投资上
亿元的项目2个，投资上千万元的
项目18个。

重点项目争取和重点工程建
设有序推进：国家湿地公园（新邵
玫瑰湖）项目通过省级评审。邵阳
北站站前广场、站前路、L4连接线
和张坪公路应急通道快速推进；

邵坪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加快建
设，L2连接线征地拆迁工作提前
完成，L5连接线征地工作全部完
成、拆迁征收工作进展顺利；新邵
大道兔子坪高架桥地段水泥路面
工程全面竣工， 塘口大桥及连接
线附属工程基本完成； 县城至雀
塘连接线、 新邵县城至新田铺公
路扩改工程开工建设； 雀塘产业
园建设完成市级立项和启动路网
建设； 国有林场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完成主体工程60%……

紧扣民生主题
挥写“三农”篇章

大成粮油成功申报省级龙头
企业，4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龙头
企业， 全县省市级龙头企业达到
19家。 小型农田水利雀塘项目区
工程省市验收合格， 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完成8座，颜岭水库集中供
水工程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60%。
“四边四年” 造林绿化完成四边荒
山造林7500亩、 林带造林288公
里、村庄造林75.46万株、河道绿化
12.5公里。

“5.25”特大暴雨灾害共争取
各类灾后重建资金6200余万元，
水毁的交通、通讯、水利、能源等基
础设施基本修复，因灾倒塌的939
户房屋、受损的180栋房屋，预计
均可搬进新房过新年。 扶贫工作

扎实推进， 争取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1717万元，完成“雨露”计划培
训670人， 实用技术培训1.05万
人，识别贫困人口12.78万人。争取
移民专项资金1398万元， 移民产
业项目加快推进。

着力城镇建设
做活服务行业

坚持拓展新城和改造旧城全
面启动、同步推进。县城总体规划
修编已完成并得到市政府批复，
资江两岸风光带规划编制已完成
设计招标工作。同时，今年成立县
拆违办， 组织实施拆违专项大行
动50余次， 拆除违法建筑42栋、
5600余平方米。

今年，该县《白水洞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白
水洞风景名胜区争创4A级景区前
期工作全面启动。 申报美丽乡村
旅游扶贫重点村12个。 大力推进
房地产业发展，15个房地产项目
开工建设。

大潮澎湃，砥柱中流。新邵县
委、县政府正审时度势，以前所未
有的胆略和气魄， 带领81万人民
披荆斩棘、奋勇向前，将新邵经济
建设引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通讯员 隆清泉 黄该祥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击水中流经风浪 迎难而上促发展
———2014年新邵经济工作走笔

图为新邵县委书记伍备战向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文密汇报
邵坪高速项目建设情况。

近年来， 大祥区坚持一手抓
新区开发，一手抓旧城改造，以大
投入、 大开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
大改善，市容市貌日新月异：截至
9月底，该区已完成公共水厕建设
任务58座，并全部投入使用。完成
垃圾中转站提质改造11座， 新建
垃圾中转站完工7座，3座正在征
地。 启动了建筑渣土弃土场建设

工作，完成了选址等前期工作。添
置钩臂车6辆，箱体64台，果皮箱
1500个。 给9个街道及檀江乡、雨
溪镇、 区治违办等单位配备城管
执法车辆13台。 在城乡接合部和
农村修建垃圾围池930个、垃圾屋
550个，垃圾桶1460个，给乡镇配
备垃圾清运车6台，环卫手推车40
台，垃圾斗64个，完成农村旱厕改

造300个。15家农贸市场已完成选
址，14家农贸市场完成设计，大安
街、双园路、李子园等13家农贸市
场已开工建设，其中大安街、双园
路、北门口农贸市场已顺利完工，
并已投入使用。 创建园林式单位
79个，完成小游园建设4个，公路
绿化通道3万余米，义务植树2.3万
株。

风展红旗美如画
———邵阳市大祥区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深秋时节， 走进邵阳市大祥区， 但见一条条新建的宽阔大
道，拓展着这座新城的骨骼框架；一排排规整大气的厂房，汇聚
着产业发展的璀璨星光；一处处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演绎着蓬
勃发展的激越乐章……今年以来， 大祥区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敢
于担当的勇气、团结拼搏的干劲，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坚持稳中
快进，统筹发展，突出项目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图为大祥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桂楚（中）在部署安排卫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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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是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引擎。 今年上半年， 全区以
“项目建设奋进年”为抓手，大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对重点项目
建立整体推进机制，加强协调服
务，每个项目做到“目标、任务、
措施、时间、责任”五落实；建立
绿色通道机制，对重点项目采取
领办、帮办、代办等方式，加强向
省、市协调，为项目审批及建设
开绿灯； 建立项目推进机制，对
重点项目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

督促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
时开工，如期竣工；建立定期会
商机制，定期分领域、分项目听
取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分析问
题；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项目
推进工作进行逐项跟踪督查，确
保按进度实施。今年，全区共列
重点项目91个，其中，列入市重
点项目56个。该区实际利用内资
31.73亿元、 同比增长22.9%；实
际利用外资980万美元、 同比增
长22.5%。

项目建设“动”起来

工业脊梁“挺”起来

农民生活“富”起来

城市面貌“靓”起来

■通讯员 吕海平 胡晓建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