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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容容）4月 16日上
午，长株潭信用管理人才培育培训项目启
动暨开班仪式在湘潭大学举行。湘潭大
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廖永安，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文会中，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刘新华，湘潭大学校党委委员、副校
长喻祖国等出席。

省发改委联合湘潭大学及华顺人力
公司推出“长株潭信用管理人才培育培训
项目”，重点在长株潭地区培养450名信用
管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充实全省信用人
才储备。

廖永安在致辞时表示，湘潭大学将充分
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深化校地校企合作，进

一步优化培养体系，着力建设中部信用人才
蓄水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信用管理创
新示范区，为助力全省乃至全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贡献更多湘大智慧和力量。

文会中宣布项目启动并指出，希望学
员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此次培训任务，做到
理论学习上有新进步、交流互鉴中有新收
获、学以致用中有新成效，共同书写“信用
湖南”建设新篇章。

刘新华表示，湘潭将充分发挥省级信
用管理人才培训试点优势，高质量、高水
平、高效率办好培训，全力打造“湖南信用
管理师培训基地”，为长株潭一体化注入
更多“信用动能”。

校地企携手打造信用管理领域生力军

长株潭信用管理人才培育培训项目
在潭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锦 见习记者 李泽兰）
4月 1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新华
带队赴雨湖区姜畲镇开展“三听三问”活
动，调研蔬菜产业、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

近年来，姜畲镇依托区位优势与地理
条件，秉承绿色发展理念，稳步发展蔬菜产
销特色产业，聚力创建蔬菜特色产业园，探
索打造了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湘潭样本”。刘新华先后来到泉
塘子村阳光校园物流中心、湖南蘑蘑哒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绿泰合作社，详细了解蔬
菜生产运输、技术指导、特色农产品、地标
产品种植及联农带农等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问题，听取实际需求与意见。刘新华指出，
要着重抓好市场主体培育、蔬菜基地和品
牌建设，强化科技支撑，优化产业布局，推
进品牌营销，拓宽销售渠道，把蔬菜产业的
比较优势做成绝对优势。

在青亭村乡伴田园·蛙鸣庭院，刘新
华实地调研了闲置资产盘活情况。他指
出，要聚焦市场需求，明确功能定位，营造
消费场景，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数字传播
技术，将闲置地转型为集旅游、休闲、消费
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带动农村上下游产业
联动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市领导赴姜畲镇调研

本报讯（记者 陈静）4月 16日，2025
年湘潭市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召开。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俊出席。

科技特派员工作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有力支撑，是助力企业创新的有效手段，
是培育锻炼人才的重要平台。2024年，全
市共选派 341名各级科技特派员，开展科
技服务和技术指导，有力带动农民增产增
收和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我市共计划
选派116名市派科技特派专家开展科技服
务，其中新选派农业科技特派员 40人、企
业科技特派员40人，留任农业科技特派员
36人，集中资源和力量开展对农业和企业
的科技服务。

刘俊要求，要提高站位，增强抓好科
技特派员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当前，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在
不断发生新的变化，面对新形势和新要
求，必须讲究方式方法，注重发挥问题导
向、更加突出以点带面、凝结集聚更大合
力，确保工作取得更好成效。做好科技
特派员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
协调配合、抓好落实，要切实加强统筹谋
划，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以更
大的协同合力、强烈的感情责任、精细的
组团服务和多维的管理考核做好科技特
派员工作，齐心协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
抓到位。

湘潭今年选派
116名科技特派专家下沉一线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 通讯员 李京）
4月 16日，“湘潭服务 相当专业”优化营
商环境宣传周活动启动并举办首场“法治
环境日”暨“营商大讲堂”。副市长、市工
商联主席伍浩出席。

活动现场宣读了优化营商环境倡议
书，发布了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典型
案例，为2025—2027年营商环境监督测评
点（员）代表授牌，正式开通市场主体诉求

“一口归集”平台。活动还设置了知识抢
答环节，同时邀请营商环境“体验官”、企
业代表“现身说法”讲述营商环境之变。
省发改委优化处负责人作了《湖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专题授课。

宣传周期间，各级各部门将通过政策

宣讲、案例解读、互动交流等形式，全方位
展示优化营商环境成果，倾听企业心声。
重点开展“法治环境日”“信用建设与创新
发展日”“财税支持与创新创业日”“市场
准入与监管服务日”“政务服务与人才发
展日”等五大主题活动。

伍浩表示，将以宣传周为新起点，牢
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湘
潭形象”理念，加快打造更低成本、更高效
率、更可获得、更加安全的营商环境。他
希望企业家与湘潭携手共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湘潭服务 相当专业”优化营商环境
宣传周拉开序幕

五大主题活动等您来

湘潭服务 相当专业

本报讯（记者 邬雅琳）4月 15日，湘
潭市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分散”照料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举行。副市长
陈若杨出席。

为做好做实做细残疾人照护工作，我
市残联、财政、民政部门联合下发了《湘潭
市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照护实施办法（试
行）》，市残联下发《巩固拓展困难重度残疾
人分散照护服务四方协议模式的通知》。
明确对已纳入低保的16至59周岁的重度
肢体、智力残疾人，入住集中照护机构的给
予定额补助。目前，全市已确定首批 7家
集中照护服务机构。对居家的困难重度残

疾人，将继续通过乡镇（街道）、村（社区）、
照料护理人、被照料对象签订“四方协议”
的方式，提供“物质+服务”分散照护。

会议要求，开展精细化服务，对符合
条件自愿申请集中照护的对象做到应收
尽收，对选择居家照护的对象及时签订四
方协议。落实标准化建设，促进已确认的
集中照护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倡导社会化参与，鼓励企业、公益组织、社
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专业+
志愿”服务队伍。推动智慧化升级，探索

“互联网+照护”模式，推广智能设备，开展
远程康复指导，提升照护效率。

我市部署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
“集中+分散”照料服务体系建设

春日的油茶林下，湿润的泥土
中正酝酿着一场“黑白奇迹”。省
人大代表、高级农艺师邓述东弯腰
捧起一抔覆着竹粉的营养土，向工
人示范竹荪菌棒的条形播种。五
载埋头耕耘，他让“林下经济”在湘
潭焕发新生——油茶树荫下，珍稀
竹荪破土生“金”，农户增收路越走
越宽。

4月 14日，湘潭县射埠镇霞湾
村的油茶林间，邓述东手把手指导
工人将菌棒按条播下，再覆盖10余
厘米厚的竹粉、谷壳混合的营养

料。“菌丝 20天萌发，50天出荪，6
月能采四茬！”他言语笃定。这片
示范田的账本更令人振奋：每亩竹
荪产值超2万元，纯利润逾万元，且
油茶树因营养层保湿提质，落叶反
哺竹荪生长，形成“林菌共生”的绿
色循环。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 5年攻坚。
从灭菌杀虫到营养配比，邓述东破
解了多项难题，独创“林下竹荪种植
法”。播种前，林下以生石灰彻底消
毒；菌棒入土后，茶树隔绝直射光，
又留缝“筛”入斑驳疏影。如今，射

埠镇20亩示范茶林试种点、茶恩寺
镇竹林试种点均来势喜人，韶山、湘
乡等地农户也纷纷致电取经。

据了解，竹荪这种形若纱裙的
“山珍之王”富含 19种氨基酸及多
种矿物质，既是国宴佳肴，亦有抗
肿瘤、防馊保鲜之效。当前市场供
不应求，高端宴席单价可达每斤上
千元。“以前觉得稀罕，现在自家林
下就能种！”霞湾村村民老李算着
账，笑得合不拢嘴。

下午 4点，邓述东又驱车赶往
射埠镇来仪村勘察新种植点。他

的抖音账号里，一条条竹荪种植教
程播放量好几万，评论区挤满咨询
留言。这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的日程表总是满满当当：白天
奔波田间，夜晚梳理技术要点，手
机24小时为农户开机。

“房前屋后、茶林竹荫，皆是
‘聚宝盆’！”邓述东计划两年内将技
术推广至全市乡镇。从宫廷贡品到
百姓田头，从单一种植到循环生金，
邓述东的“林下经济学”不仅让竹荪
走下“高端宴席”，更让绿水青山真
正化作乡村振兴的“幸福靠山”。

春风拂过湘潭县青山桥镇的
山野，油菜花刚落，刺槐又绽放。4
月中旬，湘潭县青鸿种养专业合作
社的7个养蜂基地迎来首次百花蜜
采收，金黄的蜜浆从摇蜜机中汩汩
流出，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甜香。

4月 15日，在合作社负责人方
晓青的一处养蜂基地，20口蜂箱有
序摆放在桂花树下。方晓青轻巧
地提起蜂框，用蜂扫拂去蜂群，将
沉甸甸的蜜脾放入摇蜜机。随着
手柄转动，琥珀色的蜂蜜如瀑倾

泻，引得农户连连赞叹：“这蜜稠得
能挂丝，闻着就香！”

好蜜得靠天时地利。55岁的
方晓青是当地有名的“养蜂达人”，
从父辈手中接过这门“甜蜜手艺”
已有几十年。2014年，他成立青鸿
种养专业合作社，带动30多户农户
共同发展养蜂产业。“青山桥蜜源
丰富，油菜花、刺槐、乌桕接连开
花，蜜蜂从春忙到秋。”方晓青指着
远处盛开的刺槐林说，今年气候适
宜，新培育的120只蜂王个头壮实，

预计夏秋还能再收两茬蜜。
方晓青说，青山桥蜂农较多，

像自己这样养殖规模的蜂农有四
五家，每年养蜂增收可达 5万至 8
万元左右。“村民的房前屋后藏着

‘蜜库’”。方晓青说，他合作社的
100多口蜂箱就散布在村民家的庭
院角落，形成独特风景。

割蜜如割韭菜，要留足本钱。
摇蜜现场，方晓青演示“活框取蜜”的
诀窍：每箱只取三分之二蜜脾，剩余
部分留给蜂群作口粮。“蜜割太狠，蜜

蜂就‘罢工’了。”他介绍，这种可持续
采收方式既能保证蜂蜜浓度达42波
美度以上，又能让蜂群持续繁衍，夏
季板栗花开时产量还能翻番。

如今，青鸿种养专业合作社在
供销部门的指引下，已发展蜂箱
500多箱，年产蜂蜜超 5吨，注册的

“顶峰”土蜂蜜通过电商销往全国
各地。看着刚灌装的晶莹蜜瓶，方
晓青擦擦汗说：“他要将这份‘甜蜜
事业’坚持下去，让青山桥的‘生态
蜜’甜进更多人家。”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王华诚）
4月16日，“技兴三湘 能创未来”湖南省第
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株洲市开幕。由 96
名技能精英组成的湘潭代表团，参与全部
46个赛项角逐，与来自全省21支代表队的
1187名选手同场竞技。

本次大赛由省政府主办，省人社厅、
省总工会及株洲市政府联合承办，是集中
展示全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重要平
台。本次大赛46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
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
等多个领域，其中36个项目紧密对接湖南

“4×4”现代产业体系技能人才需求。
经过层层选拔，来自24家企事业单位

的 96 名优秀选手组成湘潭市代表团参
赛。参赛队伍平均年龄 26.25岁，既有获
得省市技术能手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
新兵，形成“老带新、师带徒”梯队，充分彰
显了我市技能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

本届赛事是我省规模最大的职业技
能大赛。大赛期间，除高水准技能竞赛
外，大赛同步设置多项互动活动，观众可
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展演，参与技能嘉年
华、我与大师比一比、潮能大闯关等互动
活动。其中，技能嘉年华湘潭展区，“军工
智造”主题展示尤为亮眼；非遗展演区里，
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刘安全以指尖艺术
呈现面塑工艺，面团在巧手雕琢下化作栩
栩如生的艺术精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 通
讯员 王华诚）“好美！太精致
了！”“这简直是魔法！”4月 16
日，湖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
赛技能嘉年华湘潭展馆内，湘
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刘安全
带来的面塑作品，以其鲜艳的
色彩、细腻的刻画和灵动的神
态，成为全场焦点，引发围观人
群阵阵赞叹。

刘安全是湘潭县鑫田大酒
店厨师长，也是土生土长的湘
潭县易俗河镇人。从业 20年

的他，在烟火的熏陶中自学面
塑技艺，将普通的面团幻化成
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展台上，
黄财神、门神、青龙等作品活灵
活现，每一件都凝聚了他数日
的精心雕琢。“人物面部表情最
难把握，必须传神；身形比例也
要协调，差一点都会失去韵
味。”刘安全介绍道。

刘安全的艺术之路始于热
爱。从小喜欢画画和捏泥巴的
他，2004年进入餐饮行业，从洗
菜、切菜做起，凭借勤奋一年内

成 长 为 掌 勺 大 厨 。
2010 年，一次比赛让
他与面塑结缘。“看到
别人用面团塑造的生
命 ，我 瞬 间 被 震 撼
到。”从此，他白天炒
菜，夜晚闭门钻研面
塑，甚至为调整配方
反复试验数十次。

为精进技艺，他
研读神话画册、观摩
寺庙塑像，尤其痴迷
创作龙和神话题材。
2014 年，他凭借作品
《龙凤呈祥》斩获“劲
霸杯”全国中餐技能
创新大赛面塑类特等
奖，其作品还曾亮相

电影《人在囧途》开场画面。
面塑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面粉、糯米粉为
原料，通过揉、捏、刻等手法塑
造万物。刘安全表示，他带了
很多全国各地的学生，希望更
多人了解这门传统艺术，“它不
仅是手艺，更承载着中国文化
的精气神”。

如今，刘安全仍坚持在烹
饪与面塑间寻找平衡，他说:

“灶台赋予我生活，面塑赋予我
灵魂。”

本报讯（记者 陈静）为加快
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持续提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从 4月 12
日至 26日的每个周末，湘潭市举
行2025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考试考前培训。

考前培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
主办，为期 5天，针对助理社会工
作师（初级）、社会工作师（中级）
及高级社会工作师3个层级，系统
设置了分班授课课程，满足不同
层次学员需求。培训特邀 6位有
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专家授
课，提供实用教学内容。这次培
训免费惠民，全程免收培训费，助
力更多人提升专业能力。

社会工作行业前景广阔，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
确提出，到 2025年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总量要达200万人，截至2023
年，全国仅有 116.1万人取得社工
资格证，目前仍有 80多万的人才
缺口，社会对社工人才需求急
切。社工资格证适用性广，持证
者可在民政、医疗卫生、教育等多
领域找到职业发展路径。未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需要更多有温度、有深
度、有韧性的社会工作者，推动社
会进步。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
持续推动湘潭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队伍建设，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武慧）4月16日，
市贸促会联合湖南众擎律师事务
所举办“外贸跨境收款方式与风险
识别防范”专题培训，22家企业的外
贸、渠道管理、财务、法务、资金管理
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参加。这是市贸
促会 2025年度“贸法护航潭企出
海”系列培训的首场培训。

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如何
安全收款、稳健发展成为外贸企业
关心的重要课题。前段时间，市贸
促会在征求外贸企业的培训需求
意见中，企业呼声较高的内容是出
口业务货款收取方式及风险识别
与应对、出口合同制作与风险防
范。为响应企业需求，市贸促会主
办了这次培训。

外贸跨境收款方式有哪些，又
各自存在哪些风险，怎么识别防
范？受邀授课的湖南科技大学副

教授向志国，将教学理论与实际涉
外案例相结合，对国际上通行的收
款方式如国际汇兑、国际托收、信
用证、国际信用卡跨境收款、第三
方支付平台跨境收款、西联汇款等
业务模式、优势和风险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对外贸跨境收款主要共
性风险的防范，向志国也从汇率风
险、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及操作风
险等 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应对
措施。

这次培训采用“阶段式授课+
互动答疑”模式，达到“讲透一种方
式、解决一类问题”的目的。参加
培训的企业外贸工作人员纷纷表
示，培训让他们对外贸跨境收款的
风险和防范有了全面、深刻的认
识，有利于企业结合实际情况找到
更为安全、稳健的跨境收款方式，
减小贸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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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面塑在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受热捧。（本报记者 廖艳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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