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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隆回：“四好商会”
树标杆 交流考察促提升

   3 月 19 日，湖南省隆回县总
商会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商
会、各行业协会会长等50余人，
专程到县域副中心金石桥镇交流
考察。
    当天，与会嘉宾参观考察了
金石桥镇网红街杨梅树河边的个
体户和商会办公室，了解到金石
桥商会二十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和
取得的可喜成绩，并观看了商会
近年来为会员维权、义务巡山、
道德评议等工作视频。
   走进金石桥镇道德评议会办
公室，通过介绍和图文等方式了
解到金石桥镇道德评议委员会取
得的显著成效。该会由金石桥镇
商会部分会员和隆回北网为主要
成员组成，以“村民自治、道德
先行、矛盾化解、社群和谐”为
宗旨，充分发挥了道德评议在社
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以
德治镇”与“以法治镇”的有
机结合，为金石桥镇的社会治理
和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环
境，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并多
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和
社会广泛好评。
   此次还考察了隆回县重点项
目隆回县人民医院金石桥分院、
湖南美味佳瑶猕猴桃种植基地、
五罗村鸭田战斗指挥所和湖南省

美丽乡村黄金井村，并观看了当
天“为人民放歌”邵阳市音乐家
协会志愿者艺术团在该村举办的
公益演出。
   通过参观考察后在镇政府召
开“商会一家亲，交流促共赢”
县内考察交流座谈会。座谈会，
会上隆回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
联主席、总商会会长刘玉做总结
发言，感慨地说：“这次县总商
会组织各商会和行业协会会长来
县域副中心金石桥镇考察，感受
最深的有三个好：第一个好，金
石桥这个地方好，金石金石，点
石成金。金石桥镇是娄邵怀三市

交界地，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
景好，末来趋势好。第二个好，
金石桥镇的领导班子好，齐心协
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共同为隆回县域副中心的建设努
力奋斗。第三个好，是这里有一
个好的商会组织。金石桥商会，
是我县第一个获得“湖南省四好
商会”殊荣的商会。几十年来，
金石桥商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取
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我在办公
室大概数了一下，各类获奖锦旗
26 面、获奖牌匾 28 块、获奖证
书 68 本。”（贺上升）

湖南宜章县黄沙镇：“老乡贷”倾情助力在外老乡事业
发展

   “真心感谢家乡银行，如果

没有你们‘老乡贷’的资金支持，
我这公司扩大经营，做大做强恐
怕难以实现！”3月 19 日，在东
莞创业的黄某打电话给湖南省郴
州市宜章县农商银行黄沙支行行
长，感谢宜章县农商银行黄沙支
行行长等工作人员不远千里送贷
上门，为黄某等人现场办理并授
信 80 万元的便民卡。
    黄某是宜章县黄沙镇新坌村
人，与其余三名合伙人在东莞从
事制造医疗辅助器材已经 8年，
公司包括生产、包装、销售一体
化，生意越做越红火，资金流量
也越来越大。2020 年以来，受疫
情持续影响，大量资金款回笼不
畅，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现在市
场行情回升，公司决定今年继续

扩大经营规模，但资金一时难以
筹集到位导致无法扩大经营。黄
某等人正当为扩大经营筹款愁眉
不展时，通过家乡的短视频了解
到宜章县农商行“老乡贷”信贷
产品，便打电话联系了宜章县农
商银行黄沙支行的工作人员。宜
章县农商银行黄沙支行工作人员
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该行行长
带领 2名工作人员于 3月 9日至
3月 12 日携带金融背夹等移动办
公用具，前往广东省广州市、东
莞市、深圳市等多地，为黄沙籍
老乡上门现场提供金融服务，通
过上门现场办公为宜章县黄沙老
乡们送上信贷“及时雨”，成功
解决了黄某等创业老乡资金周转
的燃眉之急。
   为切实解决在外经商创业老

乡生产经营中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宜章县农商银行黄沙支行
大力推广利率低、额度高、使用
便捷等特点的“老乡贷”信贷产
品，助力在外老乡又好又快发展
事业。
   在短短几天的广东省走访中，
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宜章县农商银行黄沙支行共办理
了 5笔“老乡贷”，授信金额达
190 余万元，另外还有 6名意向
客户在进一步对接办理中，及时
解决了域外宜章县黄沙籍创业人
士的金融需求，为在外创业经商
的黄沙老乡送去“及时雨”，有
效地提升了金融服务质效，传递
着宜章农信的温暖，让“乡情”
更浓。（通讯员 黄展徕 王羲子 
李厚桥）

贵州天柱：一根苗一双手
撑起致富“一片天”

   春耕备耕正当时，黄
精育苗管护忙。在贵州
天柱县凤城坝区黄精育
苗基地，二十几名村民
正分散在育苗大棚内，
熟练地为即将“出嫁”
的黄精苗除草，现场一
派繁忙。
  “我是黄精育苗基地
的老员工了，自三年前
基地落户我们隆寨村
后，我就一直在基地干
活，覆土下种、浇水施
肥、除草除虫这些活都
干，和在家干农活一样，
不一样的是每年能领
到 3 万多的工资。”杨
秀春一边拔草一边笑着
说。
   杨秀春告诉笔者， 
她以前十分羡慕别人能
外出务工挣钱。现在她
在家门口就有班上、有
钱挣，凭借自己一双勤
劳的双手，就能撑起家
里致富的“大伞”，家
里的农活不耽搁，老人、
小孩也能照顾好，她反
而成为了村民们羡慕的
对象。
   应有森是黄精育苗
基地的管理员，主要负
责工人分配、大棚管护、
物资调配、问题协调等
工作。他向笔者介绍，
黄精育苗过程比较繁
琐，培育技术要求高，
时刻都要关注黄精苗的
长势，发现情况，第一
时间采取应对措施，组
织员工进行处理，不能
解决的及时反馈给技术
指导员，每个月的工资

是 5000 元。
    在基地管理人员、
技术团队和员工的精心
管护下，育苗大棚里的
黄精苗趁着春日的暖风
蹭蹭往上长。看着长势
喜人的黄精苗，基地负
责人蒋智军喜笑颜开、
信心十足。
   “每年的 3-5 月是
黄精出苗的高峰期，为
抓住销售黄金周，卖个
好价钱，我们做好了充
分的出苗准备。基地里
一年、两年的苗都有，
顾客可以根据自己需求
来挑选。目前每株苗的
价格在 0.8-2 元左右，
预计该基地能实现收益
800 万元以上。”蒋智
军说。
   据统计，贵州天柱
县凤城坝区现有黄精育
苗大棚 100 余个，占地
面积 120 余亩，每亩产
苗在 20 万株左右，基
地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15
个，人均增收 4 万元以
上，带动季节性就业岗
位 4000 余人次。
   “下一步，将持续引
导当地群众进入到黄精
育苗或种植黄精队伍中
来，建立完善中药材深
加工产业链，构建集种
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中药材发展体系，打
造特色品牌，让群众获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蒋智军说。（记者 赵鹏
程 通讯员 罗桂玉）

图为交流座谈会会议现场

图为黄某等人现场办理并授信 80万元的便民卡。 图为商会成员

图为贵州天柱县凤城坝区黄精育苗基地，二十几名
村民分散在育苗大棚内，工作人员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