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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湘潭市“机器管招投标”系统顺
利通过省级验收，标志着湘潭市“机器管招
投标”正式运行。“机器管招投标”系统上
线，传递出湘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彰显反腐倡廉决心。“机器管招投
标”意味着评标活动全程在机器的驱动
下进行，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能实现
各评审因素与文件条款的精准配置，从
源头上堵住违规风险点，确保招投标工
作的公平公正。“机器管招投标”，是湘潭
进一步织牢制度笼子，斩断腐败链条，着
力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机制改革的具
体实践。

彰显服务企业决心。“机器管招投标”
系统可将传统复杂的招标流程转化为精准
高效的“智能流程”，实现招标文件制作效
率提升50倍，评标工作时间大幅缩短。营
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交易效率
大大提升，必将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

这是靠前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
之义。

彰显改革发展决心。招标投标市场是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市
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推行“机器管招投
标”，将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
经营主体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里施展拳
脚、发展壮大，更好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我
们期待，技术加持、科技赋能助力招投标市
场规范健康发展，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走深走实。

“机器管招投标”虽然刚刚起步，但随
着工作的大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
设将更加统一规范、公正透明、服务高效，
必将为湘潭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力量。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 通讯员 杨志）
日前，湘潭市网络人士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启动会在湘乡市电子商务实践创新基地举
行，传达省“一村一品一主播·同心筑梦新
农村”行动启动会议精神，总结前期各地开
展直播助农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该行动
在全市全面铺开。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各级新阶联组织团结引导
网络人士助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新农
人、网络人士把直播间搬进田野。如湘潭
县新阶联副主席、湖南湘之坊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谷友利通过直播带货，
带动就业90余人，收购农副产品辐射10余
个乡镇，2024 年该县电商销售农产品达
6.116亿元。湘乡市打造新阶联电子商务
实践创新基地，举办直播带货大赛。在湘
乡市一职开办 4个电子商务班，在校相关
专业学生 160人，持续为网络直播带货输

送人才。
为保证该行动在全市落地生效，市委

统战部明确“三个结合”工作思路，采取“三
个一批”工作举措，推动解决“谁来直播”

“直播什么”等问题。按照湘潭市加快培育
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工作安排，该行动聚
焦全市 15个特色产业重点乡镇以及 97个
特色产业核心村、重点村，充分利用互联网
平台优势，为特色农产品如壶天石羊、九华
红菜薹、湘潭矮脚白等开辟销售新渠道。
采取培训一批乡村网络主播、开展一批直
播带货活动、升级一批实践创新基地等形
式，提高网络直播带货的水平和质量。同
时加强统战与网信、人社、商务、农业农村
等部门的协调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我们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按照以点
带面，市、县、乡三级联动，以县为主的工作
思路，力争打造网络人士助力乡村振兴的
湘潭样板。”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春日渐暖，春耕
备播正当时。市供销合作总社充分发挥农
资流通主渠道作用，全力保障春耕期间农
资供应，积极推广粮食生产“十代十好”服
务模式，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奠
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系统已
储备下拨化肥 2.5万吨、种子 10万公斤、农
药30余吨。

供销系统依托“社有企业+配送中心+基
层网点”农资经营网络体系，通过“线上预
约+线下直送”模式，守牢春耕“第一道关”。
其中，惠农公司加强与省社农资企业合作，
联合各县（市）区农资企业和土地托管中心
开展农资集采集配、带量采购，有效减少流
通环节，降低农资损耗。和尘种业仓储中心
采购9万公斤水稻种子，经严格质检、精细分
装后陆续入库，通过专车发往各县（市）区种
植大户处，确保“不误一日，不损一粒”。

供销部门联合中联智慧农业公司进行
无人机测绘，提供采集土样、实验室检测、
出具处方、长势监测、效果评估、理论测产
等精准施肥服务，预计每亩可实现节肥
10%、增产 3%、综合增收超 100元。同时，

供销部门还充分整合科研院所、农技推广
中心的专业人才以及本土经验丰富的乡土
人才，精心组建“田园专家”服务队伍，推出

“菜单式”培训，农户可根据自身需求“点
菜”，获取最实用的农业技术指导，有针对
性地解决种田难题。

依托粮食生产“十代十好”服务体系，
和尘种业大力推广统一种源、统一技术、统
一品控、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保底价收购
的订单农业，让农户安心种粮，让消费者放
心吃饭，构建起“品质提升—收益增长—产
业升级”的黄金闭环。截至目前，和尘种业
已带动发展订单农业3万亩，保底收购价较
市场溢价 5%至 10%。“签了订单种植协议
就像吃了定心丸，今年我们承包的 1000亩
土地全种和尘种业的优质稻！”韶山市清溪
镇土地托管中心负责人丁义军说。

市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市供销系统将把春耕农资供应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全力抓好保供给、保价格、保质量
工作，充分发挥农资市场供需调节“蓄水
池”和价格稳控“稳压器”作用，为全市春耕
生产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词作《清平乐·会昌》，用

来形容早春的湘潭，真是恰到好处。
二月的湘潭大地，青山开画卷，碧水泛波

光，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
卷。

省民调中心调查统计显示，近年来，湘潭公
众生态环境满意率均超过 90%，2024 年达
94.29%，创历史新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
的获得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日前，我们多方深入走访，感受湘潭绿水青
山的独特魅力，探寻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幸福

“密码”。

生态更好
——获得感、幸福感来自持续

改善的生态环境质量

“守护蓝天，就是守护年味。”春节期间，我
市打响了一场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攻坚战，得到
群众的理解、响应和拥护。

经过高位推动、完善机制、齐抓共管、辛勤
守护，湘潭市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取得积极成效，
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春节期间重污染天气同比
减少1天，PM2.5平均浓度下降25.9%。

守护“春节蓝”只是湘潭打好“蓝天保卫战”

的一场硬仗。“春节蓝”“特护期蓝”“秋收
蓝”……场场攻坚战的背后，是湘潭全市上下的
全力以赴，护住了莲城美景空气新。

清新的空气定格在一串串数据中，从 2013
年至 2024年，湘潭空气质量优良率从 53.4%提
升到82.8%，综合指数从7.78下降至3.83，PM2.5、
PM10、SO2、NO2、CO等污染因子浓度均大幅度下
降。

莲城二三月，山与水同色。
在青山绿水间的湘江，湘潭人们体验宛如

“阿勒泰”一样的松弛感；在“千里湘江第一湾”
窑湾，窥见1700余年的沧桑巨变；在滚滚向东的
涟水河边，感受历史底蕴和现代文明；在名山环
绕的涓水河畔，品味人文荟萃；在“湘中西湖”水
府庙水库，读懂“天下水府，人间瑶池”。

碧波荡漾映照在一组组数据中，2024年湘
潭全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Ⅲ类以上水体比
例达92.9%，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评估工作获全省
表扬。

土壤污染防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湘潭
市推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重金属
污染源头治理、镉低积累水稻试验示范让土壤
更健康；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让
农村人居环境更美好。

数据表明：2024年，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率达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2%。

产业更新
——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来自绿色低碳发展

人勤春来早，减污正当时。
在湘钢宽厚板厂 30多米高屋顶，工人们正

忙着项目扫尾。目前，湖南单体最大屋顶分布
式光伏项目已并网 30%，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中。项目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 4450万千
瓦时，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标准煤 1.6万吨，减少
约4.3万吨碳排放。

这只是湘潭减污降碳、转型升级的一个
窗口。单 2024年，湘钢投资 5亿元完成 27项
超低排项目。湘钢与华为联手打造“5G+智
慧工厂”，钢铁行业数智化转型，实现工业领
域减排增效，为湘钢带来明显的效益提升，
单位产品能耗下降两个百分点。湘钢绿色
智能转型典型做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全球
推荐。

原湘潭锰矿地区的企业湖南裕能，是全国
最大的磷酸铁锂供应商，出货量连续5年全国第
一，连续两年登上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为实现全球新能源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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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白玉 通讯员 朱维）这两天，岳塘
区双马街道法华村秋歌农业基地 176亩优质藠头进入
采收期。葱郁的田地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一大早，10余名前来帮工的村民就在地里忙着采收
当天要交付的藠头。他们将个大圆润的藠头从地里采
挖出来，经过去泥、去秆、扎捆后，挑到水渠边洗净、过
秤、装车。正在清洗藠头的刘阿姨开心地说：“村里引进
藠头种植，不仅每年能收到租金，务工一天还能赚 120
块钱呢！”

去年，法华村与广州秋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
成土地流转意向，签订 32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
同，推行一田多用、“水稻+藠头”轮作模式。经过几个月
的精心管护，第一批藠头陆续上市供应市场。秋歌农业
基地现场负责人张钰介绍，藠头耐寒性强，适合在水稻
收割结束时种植，所以选择了稻菜轮作模式。这样既能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复种指数，更有助于降低病虫害率，
减少农药的使用。当前种植的第一批藠头主要销往长
沙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收购价格是每公斤 5
元左右，每亩收益6000元至8000元。

“这批藠头预计一个半月采收完毕，开春后翻耕田
地又可以继续播种插秧。”法华村党支部书记黄超表示，
他们将持续深化一田多用高效益模式推广应用，扩大稻
菜轮作示范基地规模，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
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见习记者 李泽兰 通讯员
刘思婷）风儿轻轻吹，鸟儿叽喳叫，在曾经的荒山上，600
亩樱花渐次绽放，吸引了一众惊羡的目光。这是 3月 1
日韶山市银田镇华南村永红樱花产业园内呈现的春光
美景。

这片樱花园坐落在银田镇华南村和清溪镇长湖村
的交界处，园内种植了8个品种的樱花，如香水、八重、山
樱和富士樱等。每个品种的花期在15天左右，预计总花
期可延续一个半月。自今年1月底首个品种的樱花绽放
以来，目前正是“最佳观赏期”。

湖南韶山永红生态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谭永红告诉我们，今年是他投资种植这片樱花的第
六个年头，花儿也越开越旺，景色一年比一年更美。作
为土生土长的银田人，数年前他受到有着“中国花卉第
一镇”美誉的顺德陈村镇“花卉世界”的启发，决心打造
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艺术小镇，让家乡变得更加浪漫美
丽。“今年争取将樱花园内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明年初正式开园！”谭永红信心满满地说。

谭永红的“野心”远不止于此。近年来，他在家乡既
种蔬菜又种红薯，就是想将台湾精致农业技术引进来，
以樱花为引爆点，打造一个集樱花、果蔬、养殖垂钓、餐
饮等于一体的农文旅项目。为此，他正在商洽引进战略
投资，希望同时发展林下经济、露营、山地越野等多种业
态，将其升级成为一个农文旅综合产业园。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达94.29%
——数据见证湘潭群众青山绿水间的满满幸福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王兵 许丹

现场采收忙。（本报记者 丁白玉 摄）

韶山市华南村：

樱花怒放迎春来

岳塘区法华村：

“稻藠轮作”助增收

樱花漫山遍野。（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机器管招投标”运行传递发展决心
符瑶

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

网络人士助力乡村振兴行动铺开

供销系统强化农资保供护航春耕

人民日报
社 论

凝聚广泛共识 汇聚强大合力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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