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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全國金銀花和龍牙百合產業鏈重點
地區：發揮隆回縣金銀花、龍牙百合等中
藥材資源優勢，把隆回打造成全國金銀
花、龍牙百合的重要集散地。
建成湘南湘西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重點

園區：突出輕工智能製造、富硒農產品加
工 「一主一特」 ，創建 「五好」 園區。到
2025年，園區面積擴大到12平方公里，
園區技工貿總收入達到500億元，園區內
企業年納稅總額達到5億元以上。
建成全省全域旅遊重點景區：堅持 「舉

魏源旗、打花瑤牌、掘灘頭寶、亮向家
村、建美麗城」 ，打造一批特色鮮明的文
旅和康養小鎮，建設地方特色濃郁的新型
度假旅遊區，創建全省全域旅遊示範縣。

「三宜三融三區」 戰略全面深化改革創
新，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大力培育現
代產業體系，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
8月24日，記者在湖南盛世豐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採訪時，該公司董事長夏亦中
自豪地說： 「隆回金銀花資源十分豐富，
種植面積達20多萬畝，佔全國金銀花總
量的50％以上。我們對金銀花進行深加
工，不光生產出了金銀花提取物系列，還

對剩餘有效成分進行中藥發酵，生產出了用於動物
防病抗病的雙抗素飼料添加劑，實現了金銀花的最
大化利用，提高了其經濟附加值。」 該公司已同隆
回其他十多家企業一起，在湖南股交所集體掛牌，
將為實施 「三宜三融三區」 戰略貢獻企業力量。
這幾年，該縣主動適應發展新常態，縣域綜合實

力顯著增強。
保持全省糧食生產先進縣和國家生豬調出大縣地

位，龍牙百合獲 「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 ，金銀花
入選全省 「一縣一特」 品牌，金銀花、龍牙百合入
選 「湘九味」 中藥材品牌品種。
全縣規模工業企業增加到179家，規模工業增加

值增加到46.8億元，新增高新技術企業27家，新
增發明專利373件，建立院士工作站2家、國家重
點實驗室2個，新建研發平台8個、服務平台4
個，工業園區成為省級高新區和湖南省產業高質量
發展園區。
引進步步高、紅星美凱龍等大型商超，市場主體

達到48926個，獲評全省商務工作先進縣和全國電
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虎形山大花瑤景區和向
家村牛天嶺景區成功創建國家4A、3A景區，成功
舉辦2020湖南（夏季）鄉村文化旅遊節。
城鎮化率提高到42.2%，城鄉交通、水利、能

源、信息 「四張網」 建設成效顯著，基礎設施不斷
完善。
擘畫發展新藍圖，砥礪奮進新征程。該縣縣委副

書記、代縣長楊韶輝表示，下一階段要把握兩個重
點，一是堅持按照縣第十三次黨代會所確立的目標
任務，細化具體工作措施，務實工作作風，心無旁
騖加油幹；二是堅持以嚴的姿態，真抓實幹、精抓
細幹、埋頭苦幹。現代化新隆回，一定會早日實
現。

湖南隆回擘畫湖南隆回擘畫「「三宜三融三區三宜三融三區」」發展藍圖發展藍圖

建設宜居幸福隆回：優化功能布局，構建 「兩帶兩
軸六區」品質縣城，到2025年，縣城建成區面積達
到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達到40萬；建設金石橋鎮
縣域副中心和一批重點鎮、特色鎮，建好一批美麗鄉
村示範村。

建設宜業富裕隆回：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公共服務
體系，全面提升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保障勞動者合
法權益，拓展居民收入增長渠道；鄉村特色產業遍地
開花，創業氛圍更加濃厚，創業主體競相湧現， 「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共同富裕成為隆回的鮮明特
色。

建設宜遊美麗隆回：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人
與自然和諧共處，經濟與環境相融共生，營造優美的
自然生態和人文景觀相互映襯、相得益彰，湖光山
色、天藍水秀成為隆回的靚麗名片。

「三宜三融三區」戰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用心用情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牢
固樹立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厚植生態
文明底蘊。

今年秋季開學，該縣第一芙蓉學校投入使用、第二
芙蓉學校迎來首批學子。 「兩所新建芙蓉學校可增加
學位2280個，基本消除了義務教育 『大班額』，讓
更多農村孩子能在家門口 『上好學』，滿足人民群眾

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助力隆回 『三宜三融三區』
建設的高質量發展。」該縣教育局一負責人告訴記
者。

據悉，2016-2020年，該縣優先保障民生投入，每
年安排民生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75%以上。養老、工
傷、失業、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城鄉低保、農村特
困供養人員實現應保盡保，優撫安置、徵地農民社會
保障等政策全面落實。投入6億元完成160個義務教育
均衡發展項目，通過國家 「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縣」與省 「兩項督導評估」驗收。完成全縣急危重症
救治體系建設，婦女兒童健康工作被評為國家婦幼健康

優質服務示範縣，實現村村有衛生室、有合格村醫。
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該縣開展

聯防聯控、群防群治，落實落細疫情防控措施，實現
零病亡、零家庭外傳染、零醫務人員感染，成為全省
第一批低風險縣和復工復產最早的縣。進入常態化防
控後，實現病例零新增，疫苗接種有序推進。

該縣成功創建省級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範縣，
文藝創作、文物保護、文化遺產開發利用成果豐碩。
連續16年實現 「命案全破」，交通問題頑瘴痼疾集
中整治工作經驗在全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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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交通融匯：形成以滬昆高速、呼北高速、懷邵
衡鐵路、滬昆高速鐵路等縱橫交錯的對外高速公路鐵
路網，實現縣內縣外互聯互通、縣域路網四通八達、
重點集鎮通暢通達、農村通組道路全覆蓋。

促進城鄉融合：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
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統籌完善縣鄉村
水、電、路、氣、郵政、通信、廣播電視、物流、污
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促進社會融洽：建立健全黨組織統一領導、政府依
法履責、各類組織積極協同、群眾廣泛參與，自

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確保
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安全。

「三宜三融三區」戰略按照 「產業興
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和 「五個振興」的
要求，充分發掘 「三農」資源，全
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城鄉融合發
展，共建美好幸福家園。

8月12日，該縣三閣司鎮三閣
司社區牛皮沖污水處理廠項目建
設工地熱火朝天，一片繁忙。
據該縣城鎮污水處理項目指揮
部副指揮長蔣盛海介紹，為高
標準、高質量、按時完成污水
處理項目建設，指揮部加快步
伐，累計完成投資1.08億元，其
中今年完成新增投資800萬元。

這是該縣落實 「三宜三融三

區」戰略的一個縮影。
近年來，該縣堅持固根基、補短板、強弱項， 「三

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獲評全省全面小康補短
板工作先進縣；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生態環境保
護工作分別被國家和省表彰，獲評全省造林綠化先進
縣，入選 「長江經濟帶突出問題整改示範案例」；政
府債務風險等級由 「風險提示」降為 「綠色安全」，
政府融資平台由8家整合成1家。

完成了縣鄉機構改革、經營類事業單位改革、群團
組織改革等任務；做實村級代辦服務，工作經驗在全
省推介；實施農村交通安全管理模式、鄉鎮財稅徵
管、城鎮衞生保潔、農村供水管理、學生營養餐和食
堂供餐模式、園區管理體制等 10 多項自主改革創
新；實現城鄉公交一體化，縣城周邊30公里以內主
幹道公交線路全覆蓋；常態化電視問政入選 「湖南基
層改革探索 100 例」；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全國試
點，志願者達15萬人，入選 「邵陽基層改革探索10
例」。

投入 4 億多元升級村級服務中心，達到黨建、文
化、便民、農業、醫療等服務 「五位一體」的功能要
求；注重在脫貧攻堅、疫情防控、重點項目建設等急
難險重任務一線考察識別幹部；實施魏源人才行動計
劃；以永遠在路上的責任擔當抓好正風肅紀，形成幹
事創業新風正氣。

「三融」 構建幸福家園

大花瑤景區遊客接待中心大花瑤景區遊客接待中心

隆回縣城

位於金石橋鎮的隆回縣第二芙蓉學校

縣委書記劉軍（中）和代縣長楊韶輝（右）巡河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記初心使命，站在時代
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堅克難最前沿、站在最廣
大人民之中，艱苦奮鬥、銳意進取，以 『趕
考』 的清醒和堅定，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
軍，為全面建設 『三宜三融三區』 現代化新隆
回而努力奮鬥！」 日前，在備受130萬隆回人
民矚目的中國共產黨隆回縣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開幕式上，該縣縣委書記劉軍擲地有聲。
隆回位於湘中偏西南，是革命老區縣、湖南

省特色縣域經濟重點縣。建縣時間不長，由於
基礎差、底子薄，先後列入省定貧困縣、國家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實施精準扶貧後，建檔
立卡貧困人口55904戶 193935人全部脫貧，
192 個貧困村全部退出，實現了整縣 「摘
帽」 。
這些年來，該縣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

會發展全局，先後獲得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

縣、全國財政管理績效綜合評價先進縣、全國
易地扶貧搬遷成效明顯縣、全國信訪工作 「三
無」 縣、全省脫貧攻堅先進縣、全面小康推進
工作先進縣等省級及以上榮譽60餘項；河長
制、一件事一次辦、推進新型城鎮化、養老服
務體系建設、糧食安全責任制等多項重點工作
獲湖南省人民政府表彰；成功創建省級衞生縣
城、市級文明縣城，獲評全省農村人居環境整
治先進縣。
2021 年 1-6 月，該縣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118.73億元，同比增長12.4%（下同）；固定
資產投資86.83億元，增長47.8%；規模工業
增加值22.86億元，增長16.9%；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77.09億元，增長24.2%；財政總收
入7.58億，增長17.19%；全體居民可支配收
入8253元，增長13.9%。主要經濟指標均位居
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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