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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辣椒产业协会成立 
“老干妈”陶华碧出任名誉会长

        中国新报贵州讯（记者 李学强）8 月 12 日，贵
州省辣椒产业协会成立大会在贵阳正式成立。标志
着贵州省辣椒产业化经营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掀
开了辣椒产业发展新的一页。会上，贵阳南明老干
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陶华碧女士当选为

协会名誉会长。
        据悉，贵州省辣椒种植有 400 多年历史，是全
国辣椒种植和食用最早的地区之一，是全国辣椒重
点产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种植面积 500.3 万亩，
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世界的十分之一，产销规模

全国第一。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辣椒产业，
将辣椒产业作为全省的特色优势产业、绿色生态产
业、脱贫主导产业来抓。2019 年，辣椒产业作为省
领导领衔推进的 12 大特色产业之一，整合资源、集
中力量重点推进。
        为了打破产业发展壁垒，搭建产业各经营主体
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平台，加强行业内部的信
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在省农村产业革命辣椒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的积极支持下，贵州省辣椒产业协会正
式成立，旨在引领辣椒行业发展，推进辣椒产业集
团化发展，不断做强做大全省辣椒产业。
        据了解，贵州省辣椒产业协会成立后，将围绕
优化辣椒产业布局、扩大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发展
订单生产、做好产销衔接等四个方面打响贵州辣椒
名片。
        一是搭建辣椒产业上下游企业间沟通交流的平
台，发展订单农业，加快辣椒产业结构调整，打通
生产和销售的交易壁垒，助力农民脱贫致富，保障
产业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行业自律，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鼓
励产品创新，推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发展，实现
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搭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上传
下达，规范行业发展，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推进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四是省辣椒产业协会要与各市州辣椒行业协会
形成合力，同时加强与外省辣椒协会的交流与合作，
积极推进全省辣椒产业发展，为脱贫攻坚作贡献。

湖南祁阳：
召开“三线一单”
市级阶段性成果对
接会

        中国新报讯（记者 刘民伟 通讯员 黄勇）为配合
做好市“三线一单”规划编制技术团队下沉县区调研，
8 日上午，祁阳县召开“三线一单”市级阶段性成果
对接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莉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直相关单位、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及县“三线一单”
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计 6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技术团队通过图文并茂的 PPT 课件向参
会人员介绍了“三线一单”规划编制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编制工作相关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和答疑。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搞好“三线一单”

规划编制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强化国
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
工作。
        陈莉指出，做好“三线一单”规划编制工作，
是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战略
环评落地的重要内容，是保护环境管理精细化的重
要基础。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梳理，结合我县实际，
对照“祁阳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和相关图件，提
出合理的意见建议，力争全面准确消化我县“三线
一单”编制成果，使成果更符合祁阳实际、更符合
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推动祁阳绿色高质量发展。

湖南衡南：
打 造 人 才“ 洼 地” 
提升经济“引擎”

        中国新报湖南讯（特约记者 刘民伟 通讯员 邓云
帆）近年来，湖南衡南县人社局牢固树立人才是经
济发展第一资源和生产力，是最好引擎的理念，始
终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思想，在聚才、育才、引
才等方面下功夫，打造人才“洼地”，为该县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智力支撑。
        该县根据发展需求，制定《创业帮扶贷款财政
贴息实施办法》等有关政策，对自办经济实体、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收益，减免
营业税和所得税，并给以 3 年贴息货款扶持等；对
一线人才在政治上高看一眼，生活上关心一些，福
利待遇方面照顾一点 ; 对县内创业有成的人才，在市
场准入、资金扶持和项目审批推介等方面倾力支持。
今年来，提供创业贴息贷款 210 万元；先后组织 8

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湖南“人才雁阵”引进专项行动
和湖南高校毕业生衡阳专场招聘（引进）会，共提
供岗位 312 个，达成就业意向 51 个。
        在传统培训方式的基础上，该县还依托远程教
育系统、网络、产业基地、职业技术学校和协会等
多种载体，探索推行网络辅导课堂、基地课堂、联
合课堂等模式，按需按质，量身定做，培育一批；
利用农村实用人才实践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各种平台，定期有针对性地“菜单式”培
训一批；利用主导产业和重点项目磨炼一批。今年，
已完成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300 余人。
        在推行“产业 + 项目人才”的培养模式上，该
县把项目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造就了一大批熟练
工人、高技能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实施阳光
选人机制，选拔培养一批优秀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
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人才库，盘活现有人才存量，
把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人才
库中来，实行信息动态管理；健全人才工作组织保障，
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网点，设立“一站式”“一条龙”
服务平台，简化办事程序，改审批制为“准入制”，
吸引人才创业；利用网络、电视台、报刊等载体宣
传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激发了全县各类人才创业、
创新、创先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