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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早上7时20分
刚过，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以下简称

“湘大附校”）门口，校领导已撑着雨伞开始
迎接学生、疏导交通。

“学校领导护学举动每天都在坚持，风
雨无阻。”正在送儿子上学的李颖虽然戴着
口罩，但掩盖不住满脸的喜悦，她由衷地
说，“家门口建起了这么好的学校，我幸运
地享受到了这份福利。一个多学期下来，
敬业的团队、先进的理念、优秀的成绩都已
成为学校的工作亮点，希望我的孩子能在
这里茁壮成长。”

配置“高大上”设施 环保先进

湘大附校位于雨湖区高岭路，占地
180余亩，投资4.8亿余元，是一所高起点、
高标准、高品质的12年（小学至高中）一贯
制公办学校，已于去年9月开学，现有涵盖
小学、初中、高中 3个学部的 39个教学班，
1700余名学生。

学校除了有“高大上”的足球场、田径
场、体育馆等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就连教学
综合楼、艺体楼、科技智能馆、图书馆、公
寓、食堂及学生社团活动场地的设计都非
常时尚大气，在周围绿化景观的映衬下，整
个校园如火红芙蓉盛开，充满着朝气蓬勃、
生机盎然、积极向上的阳光气质。此外，教
师办公与教学、食堂等区域连廊设计，保证

了教与学、学与食的功能互动。
“大到齐备的功能室，小到一幅幅精美

的挂图，干净整洁的教室，摆放整齐的桌
椅，都让我们家长感受到了老师的用心用
情。”李颖说。

建设高标准师资 名校引领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学校未
来发展的希望。”湘大附校负责人说，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勇于创新、充满
活力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当前的重中之重，
不懈追求。目前学校已有教职工 138名，
其中，特级教师2人，正高级教师1人，省市
级首席名师 2人，高级教师 48人。领导班
子与诸多老师均来自湘潭、长沙名校。聚
众校之长，正蓄势腾飞。

如何立足自身，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湘大附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专家引领、同
伴互助等方式，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去年秋季开学以来，长沙市一中组建
“学科首席教师”管理团队，全面负责湘大
附校各学科教学，两校实现统一备课、统一
进度、统一内容、统一评价，并定期组织教
师、学生到长沙市一中学习交流。前不久，
长沙市一中多学科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等
来到湘大附校，走进教室、走近师生，听课、
评课，为学校课堂教学“问诊把脉”，积极探
索实效课堂建设策略。 下转4版③

“去年 10万元以下村清零，村集体经
济收入平均 63.5万元；今年全面消除集体
经济 20万元以下的村，同时争取 50万至
100万元的村达到 8个，100万元以上的村
达到7个。”韶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葵芳
说的目标，远高于湘潭市的标准。

党旗引领振兴路。韶山市以创建全
省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目标，充分发挥党建
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走出了一条
党旗红、人心齐、村庄富的共同富裕道路。

党旗红

今年，韶山市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政治
资源优势、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丰富的
改革政策优势和相对的区域比较优势，全
力实施基层党建“提质聚力”工程，聚焦抓
党建促红色教育、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
共服务、城乡统筹提质，推动基层党建工
作走在前、作示范。

韶山共有33个行政村，全市实施市级
领导“一对一”包村统筹推进、乡镇党政班
子“一对一”联村精细指导、后盾单位“多对
一”联点帮扶共建，形成“3+1”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选派33支乡村振
兴工作队分赴各村，全域推进乡村振兴。

“200亩花菜田就像我的孩子，从流转
到耕种到收获，每一步都浸润着汗水，也蕴
含着希望。”周娴是韶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派驻清溪镇长湖村的第一书记，是全市46

名工作队员中的一员，从驻村开始她几乎
日夜守在村里。5月11日，她正组织100多
名群众抢收青梗大花包，她算了一笔账：

“一亩田产花菜 1000至 1500公斤，每公斤
批发价5元，200亩产值100多万元哩。”

长湖村以村集体合作社形式，与长牛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营种植花菜、丝瓜等
有机蔬菜，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当地
村民增收同频共振。今年 74岁的谭美英
身体硬朗，听说帮忙收花菜有 100元一天
的收入，一大早就赶到了花菜地，和乡亲
们一起手摘、筐装、肩挑花菜。满载花菜
的小四轮在乡道上来回穿梭，汇入集中转
运点，再转运长株潭周边市场。今年长湖
村计划村集体经济迈入 50万元至 100万
元的行列。

人心齐

韶山乡平里村是湘潭市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短短几年时间，平里村完成了从
省级贫困村到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的蜕变。“平里村
距毛泽东同志故居 4.5公里，我们的目标
是把平里村打造成韶山核心景区的后花
园、长株潭城市群的周末休闲地。”5月 11
日，湘潭市乡村振兴局派驻平里村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吴启军在推荐平里村申报
湖南省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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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点 高站位 高目标
——记湘大附校全面布局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

本报记者 宋锴

“关注县（市）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系列报道②
韶山市：党旗引领 争创省级示范

本报记者 陈静

在湘乡市壶天镇石狮村湖
南湘成足球俱乐部训练基地，一
群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孩子，
不论天寒地冻，还是酷热难当，
天天在这里奔跑苦练。

汗水换来了收获和希望。
去年底出战湘潭市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一路过关斩将，收获
了两个组别冠军。

这群彝族孩子大多八九岁，
2020年至2021年间分两批来到
湘乡。为了让这群孩子更好地
生活和学习，俱乐部担负了他们
在这边衣食住行的所有费用，将
他们的学籍迁入湘乡，安排在离
训练基地最近的日新学校就读，
让他们既不耽误功课，又能专心
追梦足球。

跑步、传接球、技战术练习、
男女对抗赛……比起俱乐部其
他的孩子，这群来自大山的孩子
更加能吃苦，更加不服输，更加
能拼搏。日复一日系统而专业
的训练，让这些从未接触过足球
的孩子，逐渐成长为驰骋在绿茵
场上的足球小将。

“我的梦想是像王霜一样，
踢进国家队。”彝族孩子白金娇
一脸憧憬。和白金娇一样，彝族
孩子白燕有更大的梦想：希望踢
进世界杯，成为中国的梅西。

从足球新手到全市冠军，他
们的路，才刚刚开始。

“这 300万元作用可不小，不仅帮我们转
化了科技成果，还‘生’出 65项专利。”谈起企
业收到的 300万元信用贷款，湖南大用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晓飞笑容满面，心情
愉悦。

一年前可不是这样。“因为缺钱，研发使不
上力。”那时候，吕晓飞整天愁眉紧锁。

改变，源于园区科创局的一次企业走访。
“科技型企业可申请知识信用价值贷款，无抵
押，成本低。”工作人员介绍。

申请、交材料、审核，不到 1个月，300万元
信用贷款到账。智能设备引进，新产品很快面
世。“这下我们走上了正轨。”吕晓飞说，今年企
业产值有望突破3000万元。

受益的企业，远不止大用科技一家。去年，
湘潭高新区作为我省四家单位之一，率先启动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试点，
一批科技型企业尝到了甜头。

科技型企业，强项在创新，短板是缺重资
产。怎么帮他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看重知识价值，看轻固定资产。”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金彪，一语道出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的关键。

知识价值有多大，难的是怎么评价。在省
科技厅指导下，我市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体
系，建立企业“白名单”，形成“科技评价、政府担
保、银行放贷、企业受益”新模式。试点以来，湘

潭高新区 9家科技型企业得到 3690万元“真金
白银”。

“智造莲城”路演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3年获 400多万元融资，湖南蘑蘑哒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贯虹感慨：“政府打造的

‘智造莲城’路演平台，很给力！”
和大多数农业科技企业一样，这家从事珍

稀食用菌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曾一度陷入
转型升级瓶颈。“因为缺流动资金，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迟迟动不了。”李贯虹说，他
跑了很多家银行，对方要么不肯贷，要么是贷款
成本较高。

让李贯虹深感幸运的是，节骨眼上，雨湖区
科工局伸来了橄榄枝。“针对创新创业主体融资
难、成果转化难问题，市里打造了‘智造莲城’路
演平台，你可申请报名，我们提供全流程服务。”
工作人员告诉他。

第一次站上路演舞台，李贯虹有点紧张，但
这没有影响他项目的“吸金能力”。现场，多家
投融资机构向其表达了投资意向，并签订合作
协议。

尝到甜头的李贯虹，时隔一年再次登上了
路演舞台，这次获得 300多万元融资。后来，因
为项目前景好，公司还“牵手”湖南移动，建起我
省首个5G智慧农业试点项目。

5月19日，李贯虹告诉我们，如今公司黑鸡
枞菌产能占到国内市场 30%以上，在武汉等地
拥有 4个生产基地，带动越来越多百姓就业增
收。

数据显示，“智造莲城”路演在助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同时，还为我市产业项目、创新成
果的集聚整合、高效引资破冰。截至目前，已直
接为我市企业引资78.77亿元。

“知识价值信用贷”
为科创型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我市
高新技术产业方兴未艾，一批创新型企业加速
发展壮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但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仍是横亘在企业
面前的“三座高山”。如何搬掉“三座高山”，让
科技、金融二者融为一体并相互赋能？

为让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潜力的科技企业
“挺起腰杆”，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推动，市委书
记刘志仁，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贺波多次调度、
专门部署。我市在不断扩容金融服务联盟、科
技创新资金靠前服务基础上，通过构建科技金
融生态圈，积极推广科技保险、科技创新券、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把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引
向创新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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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金融“活水”激发科创活力
——我市探索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纪实

本报记者 王超

彝族少年
湘乡逐梦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影报道

⬆ 苦练颠球基本功。

➡ 男女队实战对抗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