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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卓芳

通讯员 康文娟 邓静

作为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石化是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产业发展的基石，对湖南打造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12 月 20 日，一场湖南现代石化产

业对接会促成衡阳、岳阳牵手，一南一

北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共同开启全

省现代石化产业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的新篇章。

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牵手，
结成现代石化“命运共同体”

石化数岳阳，盐化看衡阳。岳阳、

衡阳不仅在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中占有

重要地位，还都拥有良好的石化产业

基础和特色优势。

看产业基础。岳阳石化产业产值

及税收分别占全省的 60%、70%，是我

省 打 造 万 亿 现 代 石 化 产 业 的 核 心 基

地；而衡阳依托丰富的盐卤资源，具备

氯碱、盐（硝）、铝铁盐等 400 多种产品

的生产能力，打造了全省最具特色的

盐卤化工产业链。

看合作空间。岳阳石化产业形成

了橡胶、己内酰胺、环氧树脂、环氧丙

烷四大特色产业链，对醋酸、烧碱等原

材料需求旺盛。而生产这些原材料

正是衡阳盐卤化工的强项。

瞄准产业区域互补和上下游协

同发展，本次产业对接会促成战略合

作和产学研合作协议 14 个，以及多个

购销类和投资类项目，总金额超百亿

元。“搭建相互交流、共赢发展的合作

平 台 ，结 成 更 加 紧 密 的 现 代 石 化‘命

运共同体’。”岳阳市副市长陈阁辉如

是说。

两地工信局及主要化工园区签署

了 7 个石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以“地对地”合作、“园对园”对接，

突出招商合作、产业互补、平台公用

和信息共享 。“园区之间沟通渠道和

上下游供应链都会更畅通 。”岳阳绿

色化工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勇介绍，

招商项目可以在园区之间共享，互相

支撑做大做强 ；进一步拓宽原材料、

产品供应渠道，逐步提高产业本地配

套率。

对企业来说，省内两大化工强市

深度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对接会上，中

石 化 湖 南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与 建 滔

（衡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 2.1

亿元的产品对接协议。

擦亮“北石化、南盐化”招牌，
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现代石化产业加速成链的背后，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气象。

湖南轻盐集团与衡东县政府、湘

乡市政府签约总投资 110 亿元的盐氟

化工新材料基地建设项目，备受瞩目。

该项目计划分别在衡东和湘乡建设绿

色低碳盐碱产业园和氟（盐）化工新能

源新材料基地，建成后湖南轻盐集团

年营业收入将达 70 亿元以上，创造利

润约 12 亿元、税收 5 亿元。

一企带一链，一链串一片。“‘北石

化、南盐化’的战略布局将加快形成。”

轻盐集团副总经理陈伟介绍，衡阳及

周边地区将以该项目为基础进行上下

游延伸，扩大盐化产业集群规模；而湘

乡 基 地 则 向 氟 精 细 化 工 领 域 扩 链 延

链，为全省打造盐、碱、氟、氨及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添砖加瓦。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石化产业

发展，谋划打造万亿现代石化产业核

心基地。2022 年，我省现代石化产业营

收达 5200 亿元，培育了 7 家百亿级龙

头企业。

锚 定 万 亿 现 代 石 化 产 业 核 心 基

地，不能“各自为战”，需要进一步整合

全省资源，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大

合力。

省工信厅厅长雷绍业表示，开展

现代石化产业对接合作，对推动区域

协 调 发 展 、构 建“ 一 核 两 副 三 带 四

区”区域经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

产 业 协 同 上 ，依 托 全 省 14 个 化 工 园

区 ，合理定位产业布局 ，明确产业链

重 点 发 展 区 域 、重 点 企 业 、重 点 产

品 ；在增强产业韧性上 ，大力发展新

能 源 、高 端 化 工 新 材 料 ，打 造“ 油 头

化身材料尾”全产业链 ，提升产业综

合竞争力。

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现代
石化产业，湖南持续发力

与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石化

强省相比，湖南现代石化产业规模不

大，细分产业链间延链补链不足，向材

料端链条延伸不够，产业跨区域集聚

效应还不明显。

针对我省现代石化产业短板和不

足，与会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不约而

同提到一个词——化工新材料。

“化工新材料是基础石化的延伸，

将有力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长

沙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张跃飞

认为，湖南可以聚焦高性能高分子材

料、高强度工程塑料及可生物降解材

料等方向，加强科技创新，向生产高端

化学品和化工新材料产品转型，提高

产业附加值。

政府搭台，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今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建设新材料

中试平台，认定 18 个省级新材料中试

平台，打通技术成果向生产转化的关

键环节，促进我省新材料领域技术成

果转化与创新发展。

如何将现代石化产业的原材料优

势和湖南装备制造优势有机结合，促

进我省现代石化产业再上新规模？

“湖南人用湖南原料。”岳阳绿色

化工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勇认为，加

强石化和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信

息等产业之间的耦合程度，鼓励培养

科创型复合人才，强化跨产业、跨学科

协同创新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黄馨怡 彭孙英 刘润田

冬寒渐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却是游人如

织。游客穿行于梨子、竹子、飞虫、当戎

4 个寨子，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

迹，聆听红色“微党课”，体验非遗技

艺，欣赏民俗表演。

2016 年，十八洞村在全省率先脱

贫出列。从深度贫困村蝶变为红色样

板村，但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4 个

寨子发展不均衡，游客一度只往梨子

寨跑。

突出问题导向，紧扣群众急难愁

盼。州县镇有关领导干部结合该村旅

游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问

题，广泛听取意见，查找问题根源，共

商发展大计。围绕加快延展以红色资

源、苗族文化为依托的文旅产业链条，

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精准发力，统筹布

局、科学规划 ，各寨子的变化立竿见

影。

竹子寨推出蜡染制作、农耕体验，

当戎寨打造集培训、住宿、餐饮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飞虫寨修建文化广场、

日间照料中心，旅游产业不再局限于

梨子寨的一个“点”，多元业态将 4 个

寨子串联成“线”，引导游客分流，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全村实现协同发展。

“田园综合体年均可接待党员干

部培训 5 万人次、青少年研学 20 万人

次。”湖南花垣十八洞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麻先明介绍。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十

八洞村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共同富裕和协

调发展开展主题教育 ，抓实“三会一

课”和“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举办村

民故事会、道德讲堂、苗歌苗戏、长龙

宴、篝火晚会、吉客节等活动，引导党

员干部和群众凝聚发展共识，充分挖

掘新时代红色地标价值内涵，努力建

设减贫与发展、党性教育平台，入选全

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全国和美乡村百佳范例、全省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先进典型等。

今年 1 月至 11 月，十八洞村实现

旅游收入 1895.29 万元，带动周边 3 万

余人就业。

十八洞村点亮自己，也照亮了周

边的 7 个“兄弟姐妹”村。排碧村党支

部书记吴齐针说，十八洞村像一个大

姐，带领大家一起往前奔。

十八洞村里，板栗村的导游吴秀

满为游客们讲解红色故事，马鞍村的

龙晓玉忙着推介“十八洞黄金茶”，毛

坪村的“实习绣娘”龙海萍在苗绣工坊

拜师学艺；十八洞村的山泉水厂，来自

不同村子的村民在这里工作……

如 何 实 现 十 八 洞 片 区 的 均 衡 发

展，是花垣县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点。

将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作为重要抓手，花垣县委组织部、县驻

村办、双龙镇和 8 个驻村工作队 80 余

人组成联合调研组，对片区内农户开

展乡村振兴问卷调查，将社情民意收

集上来，梳理出片区乡村振兴事项 56

个，目前已完成 13 个。

《花垣县十八洞片区乡村振兴规

划（2023—2035 年）》也应运而生，拟实

施 43 个重点项目，以十八洞村为龙头

标杆，引领示范带动周边村寨发展特

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

境、涵养文明新风等。

在十八洞村的示范引领下，各村

资源共享、产业共谋、设施共建，比学

赶帮，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以

来，双龙村发展油茶产业 360 亩，排碧

村发展茶叶 300 亩，板栗村硬化 2.5 公

里入村道路，张刀村增设太阳能路灯

120 盏……双龙镇党委书记龙春云介

绍，该片区将以十八洞村为核心，形成

以马鞍村、双龙村、张刀村为圈层的农

业观光发展带，以红英村、毛坪村、板

栗村和排碧村为圈层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带，打造村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发展

格局。

“ 一 家 好 不 叫 好 ，大 家 好 才 是

好！”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说，

十八洞村将继续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

好乡村振兴之路。今年，十八洞片区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已突破 500 万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李林 汤小红

“现在小区干净整洁多了，大家读书

看报、交流聊天、晒太阳有了更舒适的场

所，消防通道畅通、设施完备，也更加安

全。”12 月 23 日，洪江市安江镇大畲坪老

旧小区餐饮店老板向平梅说。

安江镇作为原怀化地委行署、黔阳

县治所在地，现存上世纪建筑大约 200 万

平方米，基础设施老旧。大畲坪老旧小区

便是其中之一，居民升级改造小区环境的

愿望强烈。

“群众所盼就是工作所向。”洪江市委

书记郑小胡告诉记者，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该市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深入乡村

两级开展调研，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切

实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发展所需、群众所得。

据了解，今年该市老旧小区改造（一

期）项目分 5 个片区实施，共包括 43 个老

旧小区，涉及楼栋 624 栋、居民 4611 户，改

造建筑总面积 41.64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

成工程量 81%。

“我最满意的就是厕所增位改造。”

大畲坪社区 74 岁的刘菊林告诉记者，以

前厕所比较破旧，大家用起来非常不舒

服。政府听取居民意见进行改造，现在又

舒适又整洁。

在走访调研中，居民还要求注重保

护当地历史街区建筑风貌、历史文化特

色。洪江市精准施策，通过文旅融合成功

打造一批网红打卡地、“夜经济”文化街

区。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提升老城

区群众幸福指数。

立足老街区，聚焦文旅融合，改出新

业态。洪江市副市长周雄伟介绍，洪江市

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将保存完整的

窨子屋、院落改造成民宿，瑞景第、黔阳

第等一批精品民宿深受游客喜爱。据统

计，今年以来民宿已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

次，旅游消费收入达 3 亿元。

立足老厂区，聚焦实体经济，改出新

活力。安江纱厂始创于 1912 年，是湖南省

近代民族工业的“活化石”。为盘活闲置厂

房，洪江市将其中 4 栋厂房 2000 平方米进

行内部装修翻新和加固，引进拉贝尔玩具

厂，新增就业 200 多人，年产值达 5000 万

元。建于 1966年的安江塑料厂被改造成集

安江特色美食、文创购物、主题住宿于一

体的隆平文化旅游区及高庙遗址研学中

心，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 26万人次。

立足老遗址，聚焦文化引领，改出新

名片。安江镇境内有高庙遗址、安江农校等

历史文化遗产，洪江市以老旧城区改造为

基础，吸引一批优秀特色企业参与投资。镡

城山水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5.7 亿

元，参与杂交水稻发源地综合开发。

安江纱厂老旧小区业委会负责人蒲

小虹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道路越来

越宽，停车越来越方便，等杂交水稻发源

地博物馆、高庙遗址陈列馆建成，来这里

游玩的人会越来越多。”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

任前公示：

姓 名

李越胜

毛祥成

吴亮红

郭杰荣

张荔茗

周劲松

朱焕桃

胡智清

贺 柳

吴义强

曹执令

徐厌平

张征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5.06

1970.09

1977.11

1973.11

1973.08

1969.08

1970.12

1968.07

1970.05

1967.07

1972.07

1975.11

1966.03

学历学位

大学

文学学士

大学

法学硕士

在职研究生

工学博士

在职研究生

工学博士

研究生

医学博士

大学

工学学士

大学

理学硕士

大学

工学学士

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在职研究生

农学博士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大学

文学学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职级）

湖南风芒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广播

电视台都市频道）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总经理（总监），湖南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常务副总监（常

务副主任）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委员、党委组织

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

湖南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湖南文理学院党委委员、党委组织

部部长

湖南医药学院组织人事部常务副部长、

教师工作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湖南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湖 南 劳 动 人 事 职 业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院长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拟任职务（职级）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拟进一步使用

拟进一步使用

拟进一步使用

拟进一步使用

拟进一步使用

姓 名

罗 讯

郭占扬

贺 源

易洪海

蒋俊文

夏文斌

丁兴发

肖文明

刘子兰

廖永安

盛明科

黄创霞

廖湘岳

钟秋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9.01

1972.10

1979.09

1978.05

1970.02

1966.12

1967.11

1968.05

1969.10

1972.01

1978.07

1977.11

1967.06

1974.07

学历学位

在职大学

大学

理学学士

经济学学士

在职大学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研究生

工学硕士

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大学

法律硕士

在职研究生

医学博士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研究生

法学博士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研究生

理学博士

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

在职研究生

法学博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职级）

南县县委书记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处处长

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原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行长

省湘西地区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

视员（原副巡视员）

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一级调研员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

湘潭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

拟任职务（职级）

拟提名为市州人民政府副职人选

拟提名为市州人民政府副职人选

拟提名为市州人民政府副职人选

拟提名为市州人民政府副职人选

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

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拟任高职高专正职

奋力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现代石化产业加速成链
——湖南提升产业链韧性观察之二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携手共进，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十八洞村带动周边7个村共同发展

走基层 找问题 想办法 促发展

提升老城区居民幸福指数
——洪江市以“走找想促”推动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黄炜信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

的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

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就是让

各地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

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发轫于20年前的“千万工程”，是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其最大特点就是

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小切口入手，改善农

村生活水平、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大问题，书写出经

得起时间考验的乡村振兴“大文章”。20年光

景，“千万工程”从浙江走向全国，在广袤神

州落地生根，重塑着更多中国乡村的面貌。

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如何让“千万工

程”成为助力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

“千万工程”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长沙望城区茶亭镇大龙村

靠近湘江，依托丰富水资源打造路亚基地，

吸引着周边多个县市区的垂钓爱好者，倒

逼村容村貌提质升级，带动着当地特色产

业的发展；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依托红色

资源，着力打造国防教育实践基地，乡村

休闲游叠加国防教育游，来村里游玩、研

学的游客越来越多；益阳赫山区兰溪镇光

大传统文化，持续举办兰溪双桡龙舟表演

赛，已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重镇……实践

证明，各地乡镇只要积极发挥优势、探索

特色化发展，不仅能收获美丽，还能成就

特色产业，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人居环境治理，其实质是一种文明

理念的重塑，改水、改厕、垃圾治理等不

仅需要投入真金白银，也充盈着新旧观

念的碰撞。怎样将愿景落地，考验着基层

治理的智慧。在望城区靖港镇复胜村虢

大 湾 片 区 ，这 里 曾 经 乱 坟 挡 道 、污 水 横

流。为了建设美丽屋场，需要迁移 120 多

座祖坟。然而，迁坟动议刚刚传出便遭遇

极大阻力。村支两委联动党群理事会成

员统一思想，党群理事会成员率先迁坟，

再一一登门说动老年党员树立榜样。短

短 三 个 月 ，“ 没 补 一 分 钱 ，没 留 下 一 座

坟”，120 多座坟统一迁入生态墓地。作为

基层治理创新，党群理事会释放出了蕴

藏于民的乡村振兴潜力。

从变靓变美的生态之变，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蝶变，“千万工程”

让乡村振兴有了更实的抓手、更清晰的

路径、更可感的成效，绘制出一幅幅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期待这样的美丽图景

在三湘大地处处可见。

抓实“千万工程”，加快建设和美乡村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谈之三

三湘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