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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创客”遇冷，另一种形式的逆淘汰

本报8月30日讯 今天上午，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来到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看望慰问集团干部职工，并
召开座谈会，专题调研企业改革发
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
和党的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做强做
优钢铁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
革， 坚定不移加强企业党的建设，
当好省属国有企业的领头羊、全省
实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参加调
研。

华菱发展对全省国企改革
有风向标意义

今年1月至7月，华菱集团产钢
1112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680亿
元，利润21.35亿元，利税40.35亿
元，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座谈
会上，华菱集团、衡阳、湘潭、娄底
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剥离
“三供一业”、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处置“僵尸企业”等具体问题，汇报
了所做的工作及下一步打算。杜家
毫认真倾听，不时插话交流，并就
有关工作明确了任务书和时间表。
他说，无论是企业、地方政府，还是
省直相关部门， 都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强化责任担当，不讲
价钱、不打折扣、不留尾巴，加快推
动“三供一业”等问题解决，齐心协
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推动企
业转型、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中，走
出一条地方支持企业、企业服务地
方的共赢之路。

杜家毫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坚实保障。华
菱集团是湖南工业总体实力的象
征， 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

华菱怎么发展、 发展得怎么样，对
全省国企改革发展、 工业转型升
级， 都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上来，以新常态为大
逻辑，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
进华菱集团改革发展，着力振兴实
体经济，用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践
行“四个意识”。

当好省属国企领头羊
全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杜家毫强调，要坚定不移做强
做优钢铁主业，坚持上市公司主体
不变、主业不变，朝着“进入世界
500强”的目标，不断提高人均劳动
生产率， 着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实
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当
好省属国企的领头羊、全省实体经
济发展的排头兵。要坚定不移深化
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突出问
题导向，增强发展信心，深入推进
公司制改制、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
人单位、资本布局优化与企业重组
整合、“僵尸企业”处置、剥离企业
办社会职能等重点改革任务，深入
推进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建立
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不断激发企业活力。

杜家毫强调， 要搞好国有企
业，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要把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企业
改革发展全过程、融入公司治理结
构各环节，不断加强企业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加强企业基
层党建工作，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改革优
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8月30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在株洲调研航空产业发展情
况。调研期间，许达哲出席中国
航发南方航空动力产业园开工
动员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

调研中，许达哲一行先后
来到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
研究所、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
限公司考察，走访了企业与华
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共建的联合实验室，并了解
了企业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等院校，华曙高科、西迪科技
等企业开展的军民协同攻关
项目情况。许达哲希望中国航

发积极拓展与湖南企业、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共同
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发展，带动
湖南制造迈上新台阶。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董
事长曹建国在开工仪式致辞
中说， 湖南是我国主要的涡
轴/涡桨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
基地， 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
科研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
给予了中国航发在湘企业大
力支持和帮助，双方携手取得
了丰硕合作成果。 中国航发将
以实施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简称“两
机”重大专项)为契机，加快推

进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 为湖
南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 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航发南方航空动力
产业园位于株洲中国动力谷
航空城，占地面积600多亩，规
划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规
划建设先进制造技术示范中
心、智能制造单元、数字化装配
和整机试验中心等。 预计一期
工程于2018年12月完工投入
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满足“两
机” 重大专项研制与批量生产
任务，形成功能完整、效能优异
的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
能力体系。 ■记者 冒蕞

这份数据让张成忧心，甚至
比公司快倒闭时的财务报表更
令人难受———由他领头成立的
湖北某县级市青年创业商会刚
走完一个年头，150余人走了近一
半。见惯了失败的张成总结，有时
是“小城市的规则”逼人低头；有
时是花团锦簇又冷嘲热讽的氛
围让年轻人迷失；有时是“只锦上
添花不雪中送炭的环境”催创业
者放弃。张成默默注视着这些离
去的年轻背影， 很难开口相劝。
（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回乡创业” 是不少热血青
年的梦想，在熟悉的家乡施展拳
脚， 投身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设，
不再背井离乡，对他们来说无疑
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景。但现实
让我们看到，回乡创业这个玫瑰
色的幻梦很快就蜕变成了不少
人的困境———观念太落后、规则
不明晰、环境太恶劣，这些都让

返乡创业者赔上了巨大的经济
和人力成本且无计可施。

返乡创业者大多是在一线
城市接受过现代化企业管理、科
技、 人文等方面知识熏陶的人，
且不少人是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的精英，返乡后，他们首先要面
对的就是相对落后的县城、乡镇
仍然跟不上趟的观念，其中不乏
熟人朋友，他们不仅无法理解和
接受创业者的项目，甚至会冷嘲
热讽。且落后的观念很多时候直
接影响到创业者业务的开展，而
观念的无法对接也令创业者对
市场前景持不乐观态度，最后只
能选择放弃或转战异地。

同时，这些地方的“规则”也
对返乡创业者极其不友好。酒桌
人脉、恶性竞争、无论是合作者
还是客户大多不具备“契约精
神”的情况，都让创业者疲于应
付。返乡创业者们面对的“规则”

基本都是熟人社会留下来的积
弊，如熟人的习惯性赊账，最后
导致创业者的店被欠账拖垮；又
如当地的合作友人毫无契约意
识， 拒绝与创业者签订股东合
约，最后看生意顺利却强逼创业
者拿本金退出，独吞产业。这些
“规则” 显然让已经体验了公平
竞争和明晰规则的创业者无法
适应，强烈的“水土不服”感也是
造成创业者离开的主因。

除了观念和规则存在的巨
大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软
环境的恶劣。当地政府口惠而实
不至，服务欠缺、“官本位”意识
浓厚、办事拖沓，导致返乡创业
者耗费大量的成本在不必要的
事情上，进一步加剧了创业者的
困难。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只
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的势利行
径，更是让创业者寒心，有返乡
青年说，当初回乡创业时，领导

都去了现场剪彩， 可面临贷款、
资金周转等实际困难时，再也无
人问津，且跑断腿都没能办下来
在大城市只需一天时间就能办
完的证。

县城“创客”遇冷，其实是一
个极其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国
家大力提倡县域经济发展，经济
落后的一些小地方一方面拼了
命希望能为自身注入新鲜的发
展血液，一方面又无法或不注重
改变环境，努力适应发展要求和
建立规则， 营造良好的发展氛
围，这不仅不能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 反而会恶化当地的经济生
态。所以说，县城“创客”遇冷，看
似是个体返乡后的“水土不服”，
实际上是小地方不思进取、安于
现状甚至环境持续恶化后，对返
乡精英们的一种逆淘汰，一种变
相驱逐。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杜家毫在华菱集团调研时强调：做强主业，深化改革，加强党建

当好国企领头羊、实体经济排头兵

中国航发南方航空动力产业园开工
许达哲在株洲调研并出席开工仪式

8月30日晚，演员们正在表演舞蹈《月圆时分》。当天，喜迎十九大“欢乐潇湘， 品质长沙”长沙市开福
区第十四届“湘江韵律”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在湘江风光带开场，众多节目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了欢乐、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