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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 本报记者 喻海清

在湖南采访的日子里，记者来到了娄

底。记者清晰地记得，去年的此时，该市市委

书记龚武生奏响了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该市创

“全国卫生模范城市”的号角！该市各个县市

区委书记在大会上表决心，其中，娄底市娄星

区委书记彭健初表示，作为市委、市政府所在

地的娄星区理当率先。当时，记者在某中央

大报发表了题为《武偃文修触手生春 娄底

建设大鹏正举》的长篇报道。日前，记者再次

深入基层一线，来到了娄底市城区南郊的这

块富饶之地——万宝镇。这里车水马龙，人

欢马叫，鸟语花香！这里是湖南省与娄底市

两级重点建制镇；这里交通、区位非常优越；

按照“工业强镇、农业稳镇、城建富镇、科技兴

镇、三产活镇”的发展战略，万宝镇全镇干部

群众一起用艰辛、勤劳、勇气和智慧书写了一

条值得自豪的发展之路。

万民同心 物华天宝

湖南两型社会试验区万宝新区党委委

员、万宝镇党委书记梁养贤顶着一副黑边眼

镜，透过镜片，记者看到了他那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带着微笑的梁养贤自豪地对记者

介绍，万宝镇总面积 48.28 平方公里，辖 24

个行政村 248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6 万，其

中，农业人口 2 万。党政班子现有成员 19 名

（包括城建投、副科以上干部，其中女性 4

名），下辖洪源社区党委 1 个，建有党支部 34

个，其中农村党支部 24 个，镇直部门党支部

5 个，企事业单位党支部 5 个；共有党员 1017

名（除洪源社区党委党员外）。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来，万宝镇几项重

点工作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区表彰：万宝

成校被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学校；万

宝镇荣获“湖南省基层武装民兵工作示范

点”、“湖南省基层妇联工作示范点”和“湖南

省十大魅力乡镇”的称号；万宝镇联合工会

被评为全省“六好乡镇工会”；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工作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领导班

子连续 4 年在全区目标考核中独占鳌头，被

娄星区委评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先进集体”、

“先进乡镇党委班子”，并被市委推荐为“五

好乡镇党委”；万宝镇被确认为湖南省“百城

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六轮驱动”“三个转变”

据了解，上世纪末，万宝镇发展各类乡

镇集体企业 21 家，1995 年被国家农业部定

为“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到 2004

年基本改制完成，现仍有约千万元的集资

款、个人借款在逐年偿还。在当时艰难的时

局下，万宝镇适时提出了“工业强镇、农业稳

镇、城建富镇、科技兴镇、三产活镇、生态美

镇”的发展思路。

2005 年，经市政府批准，万宝镇城建投

资管理办公室成立并组建了万宝镇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万宝镇掀起了第二轮自主创业

大潮，通过“六轮驱动”一举攻克了时艰。

2008 年开始，万宝镇逐步进入省市重点

项目建设期，2011 年步入高潮并逐年呈上升

趋势。2012 年，万宝镇累计为 12 个项目征

收土地 3191 亩，房屋 436 栋，较娄星区其他

乡镇总征迁任务还多。

2010 年，万宝镇完成生产总值 21.25 亿

元，同比增长 2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82

亿元，增长 48%；上缴税收突破 2000 万元大

关，财政收入 260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5800

元。2012 年底，万宝镇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2 家，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6.2 亿元，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706 亿元，实现税

收 422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6869 元。

在这一过程中，万宝镇成功实现了“三

个转变”，即以工业化发展为重心逐步向工

业与商贸流通并举转变，小城镇建设逐步向

中心城区建设转变，乡镇低平台向城市高平

台转变。

北扩南移 幸福万宝

随着娄底市城区“北扩南移”的战略布

局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作为娄底城市的

“南大门”，万宝镇正紧锣密鼓地全面对接万

宝新区“区域性客运枢纽中心，商业、金融服

务中心，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集区，文化、

生态、旅游休闲宜居新城”的规划定位，夯实

基层组织，净化发展环境，大刀阔斧深化改

革，全力服务和推进项目建设，力争用 3-5

年时间建设好美丽幸福万宝新城。

梁养贤表示，下一阶段，万宝镇经济工

作的总体要求是：按照“区域性客运枢纽中

心，商业、金融服务中心，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聚集区，文化、生态、旅游休闲宜居新城”

的规划定位，紧紧把握经济发展这个中心；

做好壮大民营经济发展、支持服务好万宝新

区和重点项目建设“三篇文章”；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提升全镇的发展品位和空间；努力

提高全民素质，发展城郊型农业，推进新农

村建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营造和谐稳定

社会大局，将万宝建设成为娄底市政治、经

济、文化亚中心。

预计到 2013 年底，万宝镇社会生产总

值将达 38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达

18 亿元，上缴税收 4000 万元，财政收入达

36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000 元。到

2015 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 60 亿元，力争 70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达 30 亿元，力

争 40 亿 元；上 缴 税 收 8000 万 元，力 争 1 亿

元；财政收入达 4000 万元，力争 6000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 万元，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 6.2‰以内。

改革前沿地 “两型”主战场

梁养贤说，万宝镇城市开发和建设对娄

底市、娄星区乃至万宝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市委、市政府因‘南移北扩’的战略部

署和对接两型社会建设而成立的万宝新区

主战场定位在万宝，万宝镇成为了娄底市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娄底市‘南大门’建设的

关键码头和窗口，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万

宝倾斜、汇聚，极大地加速了万宝镇城市化

建设进程。”同时，娄新高速、娄底大道已经

建成，S209 线改造即将完工，高铁南站很快

在 2014 年底建成通车，仙女大道、娄星南

路、众园路已经开工建设，通达的路网必将

整体提升万宝的区位优势，人流、物流、资金

流汇集，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万宝

的快速发展势不可挡。

梁养贤对记者分析，从内部环境来说，

万宝镇资源丰富、发展底蕴坚实。一是土

地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都属近

郊，紧挨各交通要道，且森林植被丰富，工

业污染小，非常适宜商贸、物流与居住，符

合四化两型建设标准，土地增值空间巨大，

极具开发价值。二是人文优势明显。万宝

的民风淳朴、勤劳创业，老百姓既有强烈的

致富愿望，也比较识大体，有大局观念，依

法依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完全能形成

上 下 联 动 的 强 大 合 力 。 三 是 基 层 组 织 得

力。万宝镇有一支经受了考验、丰富了经

验，关键时刻拿得起、干得好的党员干部队

伍，发挥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

航的关键作用。

“求发展、树形象”“鼓干劲、强信念”

梁养贤对记者表示：“蓝图虽然壮美，但

一个城镇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

临一些不利因素和挑战，万宝镇也不例外。”

他说，由于受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个别

干部、群众“求发展、树形象”思想有些消极，

个别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党性意识、纪律意

识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和不良思想的侵蚀，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从意识、奉献意识有

所淡薄，班子合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下

降；有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警惕，降低了对

自己的要求，示范带头作用不够，群众威望、

公信力下降了；加之个别党员干部和群众在

工程建设中闹情绪、闹意见，甚至三番五次

阻工闹事，极大地损害了万宝镇的声誉和形

象；还有拆违控违工作压力也很大，抢搭抢

建、抢栽抢种现象也屡禁不止。梁书记告诉

记者，这些客观上的困难不仅不能阻碍万宝

前进的步伐，反而会激励他们提高能力、讲

究方法、总结经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促

进万宝镇的新发展积累宝贵的隐形财富！

■ 谭周易

今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中国音协主席

赵季平亲率“那山那水那人——美丽娄底”

全 国 原 创 歌 曲 大 赛 集 中 采 风 团 来 娄 底 采

风。作为此活动的一名工作人员，我陪同采

风团的中国音乐名家们轻轻走进娄底的那

山那水，一起感受美丽娄底，倾听娄底心灵

的召唤。

首站，我们从娄底城区出发，奔赴涟源

的湄江。我对湄江是很熟悉的，在涟源学习

和工作时，就曾去过多次，但这一次去却感

受到了湄江别样的风情。那美丽的“十里画

廊”张开它有力的双臂，热情地欢迎着我们；

那多情的塞海湖水轻轻荡着涟漪，对我们

漾出甜甜的笑脸！还有湄江纯净的民歌声

不时在山水间飘荡，吸引着我们前进的步

伐。在湄江的仙人洞府，美丽的山姑们唱

着动人的民谣，宛若清风细雨，给炎热的夏

季送来一阵阵清凉！来娄底采风的音乐家

们发出了一阵阵赞叹声，著名作曲家宋小

明老师伸出大拇指说，这是湄江土壤里飘

出的声音，有“土”味而无俗气，接地气又多

古韵，很好，很美，很有味。著名音乐家许

镜清老师说：“湄江山美水美人更美。”他一

再要我帮他多拍几张在湄江的照片。行走

间，气势恢宏的观音崖、神奇独特的莲花涌

泉……一道道如织如画的风景宛如一曲曲

动人的旋律，冲击着音乐家们的眼睛与心

灵。“这是一幅画，更是一首多情的歌。回

去以后，我要以音乐的形式将她的美表现

出来。”看到如此秀丽的风景，音乐家们表

达了这样的心声。

毕竟行履匆匆，领略湄江的风情之后，

我们匆匆赶赴第二站——娄底经开区和涟

钢。在开发区品尝完娄底生产的雪花啤酒

之后，音乐家们，特别是许镜清老师不顾 70

多岁的高龄，不顾那车间热浪滚滚的高温，

同我们一道走进涟钢的轧钢车间。机器厂

房里洋溢着热烈与激情，迸发出雄浑与壮美

的轰鸣声，宛如一首现代交响乐，正奏响着

娄底科学发展、加速赶超的最强音，让音乐

家们感受到了娄底经济发展的强烈脉动。

经过一晚的休息，第二天我们来到有

“ 乡 间 侯 府”之 称 的 曾 国 藩 故 居 —— 富 厚

堂。走进富厚堂，正堂内悬挂着曾国藩亲笔

所书的“八本堂”金字匾额，“八本堂”3 个大

字下有数行小字，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用隶

书所写的曾府“八本家训”。所谓“八本”，是

指“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

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

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至今读

来，仍在给予我们启示与警醒。中厅的墙上

还悬挂着的“太子少保”、“勋高柱石”等牌

匾，突出体现了主人的显赫功业和重要地

位。整座富厚堂充满了浓郁的耕读文化气

息，我们行走其间，仿佛走进了耕读传家的

岁月，又仿若听到一首中华古谣，穿透晚清

历史的风尘，让我们从中领悟到前人“修身

齐家平国治天下”的使命情怀和“立功、立

德、立言”的人生追求。记得有位著名学者

说过，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在于，他

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修身养

性，陶冶变化，可以成为“圣人”。百余年以

来，这位学者堪称曾国藩的知己，这番评论

切中肯綮。敬仰之下，宋小明老师代表中国

音协来娄底采风的音乐家们当场挥毫写下

“三湘大地、人杰地灵”八个大字，表达了音

乐家们对曾国藩的崇敬与赞叹！

品读完富厚堂之后，我们在双峰召开了

“那山那水那人——美丽娄底”全国原创歌

曲座谈会。会上，艺术家们从创作方式、表

现手法、音乐载体、传播形式、推广手段等诸

多方面为娄底城市歌曲的创作提出了宝贵

意见。作为工作人员的我，静静旁听，领悟

着音乐家们对音乐创作的深刻见解，如饮佳

醇，陶然自醉。

一路山水一路歌。21 日上午，我们来

到了风景秀丽、神秘变幻的梅山龙宫，在那

里，惊险莫测的水流引得大家一阵欢呼与

惊叹，玉皇天宫、峡谷云天等巨型钟乳石美

景，令人不得不为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

工而叫绝！

从梅山龙宫出来，我们来到了新化的紫

鹊界梯田。刚到紫鹊界风景区，迎接我们的

是一场清凉的大雨，替我们洗掉这几天的炎

热与风尘。站在山峰上看去，紫鹊界的梯田

如盘、如带、如月，风光旖旎、变化万千，宛如

孔明布下的八卦阵，十分神奇和壮观。面对

这云雾飘逸的梯田美景，很自然地引大家猜

想，是谁雕刻了“青梯万级搭青天”的梯田？

是谁创造了这大地的艺术？当我向音乐名

家们讲述，这成型 2000 年历史的紫鹊界梯

田是中国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共

同劳动的结晶，是山地渔猎文化与稻作文化

融化揉合的历史遗存，是古梅山地域突出的

标志性文化景观，传承了紫鹊界先人攻坚克

难、与天奋斗的精神，更是紫鹊界人心中一

直信仰的精神图腾时，音乐家老师们连连

说，紫鹊人不简单啊！

晚上，在紫鹊界演艺中心，各位名家亲

身体验了具有浓厚梅山文化底蕴的武术、傩

戏、山歌等原生态的民俗文化表演。精彩的

节目让音乐名家们赞叹不已！此刻，我从他

们愉悦的笑容中感知到，这几天，他们已在

火热的采风活动中，感受到了娄底如梦如幻

的自然风光，领略到了源远流长的梅山文

化、经世致用的耕读文化，采撷到了民俗文

化的精髓，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有了更多的生

活底气和灵气！

通过这次采风活动，我分明感受到，娄

底就是一首歌，一首多情、古典、高雅而又奋

进、激越、昂扬的歌！这首歌正响彻在娄底

整个大地上，歌唱着新的传奇！

（作者系娄底市委宣传部文艺科长）

美哉娄底 如颂如歌

美丽娄底“南大门”两型社会靓青春
——全国“百城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系列报道之一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工业

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

代化”，是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途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湖南同样

启动实施了“百城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

工程，即：依托该省现有 104 个县级以上

城市和 1001 个县以下建制镇的城镇辐

射区域，选择 1 万个左右的村率先推进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配套改革。通

过 5 年的持续努力，万宝镇进一步优化

城乡的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推进农

业现代化，推动全省城乡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新农村建

设水平整体提升。

接下两型社会实验重任，光荣且艰

巨，既是责任又是挑战。湖南两型社会

试验区水浒片区万宝新区党委委员、副

处级干部、万宝镇党委书记梁养贤、镇长

姚满文紧紧抓住了提高经济和收入水

平，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让百姓的钱

包鼓起来，使他们生活得更加体面；抓住

了完善社保体系，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和

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使百姓生活得更

有尊严；抓住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管，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让百姓生活得更加

安全。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

作，发展工业是强镇之基，招商引资是富

镇之路，只有牢牢抓住这两条，城镇的经

济才能真正实现大发展。万宝镇依托六

条道路与火车南站建设，以项目建设为

载体，把握住了多少年来难得的发展机

遇，必定会成为富裕、文明、美丽的幸福

新城。 （喻海清）

短 评

两型社会驱动全面小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湖南省委原书记周强赴万宝镇调研中共湖南省委原书记周强赴万宝镇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