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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徐洋）记者梳理发现，
此次签约的项目大多围绕中国动力谷“3+5+2”产业体系
布局，签约企业包括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三类500强企业，彰显
中国动力谷强劲吸引力，有助于我市延链补链强链。

其中，潍柴动力轻型商用车变速器及纯电动力系统总
成产业化项目，拟在株洲高新区进行轻型商用车变速器及
纯电动力系统总成研发并实现产业化，新增一批轻型商用
车变速器及纯电动力系统总成核心零部件加工、总成装配
与检测试验设备，新建两个智能制造车间，另外增加研发
中心、产品试验室、物流配送仓库等配套设施。项目总投
资额9.94亿元，整个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轻型商用车变速
器及纯电动力系统总成年产能25万台，新增销售收入20
亿元。

望家欢农产品基地建设项目将在株洲建设集本地特
色农副产品分销、餐饮、中央厨房、配送、物流于一体的湖
南运营中心，解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市场群10万服饰人
的就餐问题。

相关新闻

潍柴动力
拟在我市建智能制造车间 1月5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株

洲市大型摄影书法美术作品展在神农大剧
院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摄影、书法、美术
作品 598 件，展览为期一周，广大市民可前
往免费参观。

本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
明办、市文体广新局共同主办，市摄影家协
会、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市诗词
协会承办。这些作品紧扣主题，以丰富的
视角和素材，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我

市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社
会民生进步、城乡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上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艺术地再现了我国改革
开放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给株洲这座
工业新城带来的巨大变化，集中展现了新
时代的株洲精神风貌。

据悉，今年市两会期间，参会的市人大
代表、市政协委员也将集中观展。

（记者 肖蓉 刘震 通讯员 李登攀 摄
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徐洋）1月5日，我市举
行喜迎两会·重大招商项目签约仪式，25个重大招商项目
集中签约，合同引资额160.7亿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毛腾飞，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见证签约并致辞。

25个项目中，现代农业项目1个，投资额2.5亿元；工
业制造业项目20个，投资额100亿元；第三产业项目3个，
投资额55.5亿元；能源与城市基础设施类项目1个，投资
额2.7亿元。属于三类500强企业投资的项目6个，投资额
75.6亿元。属于湘商企业投资项目11个，投资额68亿元。

毛腾飞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
对各位企业家来株投资表示感谢。他说，株洲今年将大力
开展温暖企业行动，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
为企业营造一个局部的“小阳春”气候，希望签约的项目尽
早开工、早日建成、早日受益。各企业在推动株洲发展的
同时必将成就各企业自身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阳卫国表示，此次签约的项目必将为筑牢全市产业基
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
活力。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优质服
务、精准服务，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市领导王洪斌、刘光跃、蔡溪、何剑波、覃万成、黄芳，
株洲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建光、管委会主任朱振湘参加活
动。

喜迎两会
我市25个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徐洋）1
月5日，株洲动力谷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正式
揭牌成立。

据悉，该集团由高新区管委会、高科集
团、天易集团、天元区保障住房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集团成立后主要以
融资性担保业务、农商行相关合作、产业投
资母基金、融资租赁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
务为主要业务方向。

未来，集团将基于回归本源、优化结
构、强化监督、市场导向等原则，通过对全
区现有金融资源及产业政策进行梳理，整
合高新区现有政策性、服务性、非营利性金
融资源，进一步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支撑作用，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业结构
调整升级，着重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有效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现金
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株洲动力谷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成立

市州开放型经济引领能力
株洲全省第二

本报讯（记者 赵露）日前，2018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智库研究报告成果发布会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2019创新
发展高层论坛同时开讲。本次活动以“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为主题，公布了2018年我省各市州开放型经济引领能
力排行榜，长沙、株洲、湘潭分列前三。

据介绍，该排行榜参考中国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创
建了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共21个二
级评价指标，依据官方数据，历时一年多测算得出结果。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徐洋）1
月5日，株洲首家混合所有制的电网企业——
株洲兴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该公
司也成为国家第二批增量配网试点单位中在
湖南实现项目落地的第一家公司。

据悉，株洲高新区从 2017 年上半年开
始，着手启动园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历经项目申报、纳
入国家试点、编制规划实施方案、规划评
审、项目招标等程序，于去年12月24日确定
了项目联合体中标单位——株洲兴新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由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高科集团、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天易集团等
企业共同组建。

株洲兴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是株洲首
个增量配电公司，也是株洲首个混合所有
制的电网企业，它标志着株洲高新区增量
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标
志着混合制企业参与电网建设、运营工作
正式启动，有利于合作各方优化资源配置、
整合各方力量，对高新区进一步优化发展
环境、降低园区企业用电成本、推进招商项
目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首家混合所有制电网企业挂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我市办大型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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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监管不到位
如发生纠纷也要承担责任

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
品的广告宣传中不得有“化妆品名称、
制法、效用或者性能有虚假夸大”“宣
传医疗作用”的内容。一些电商平台
对化妆品广告宣传也有相关规定。

但事实上，一些卖家明目张胆地
公开违规销售，并没有引起电商平台
的重视。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
主任宋儒亮认为，电商平台应加强审
核与监管，否则，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对电商平台，通过朋友圈、微
信群等售卖，由于私密性强、规模小，
监管相对更难。”宋儒亮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电子商务
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
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
依法取得行政许可。专家认为，这意
味着微商、代购、主播等经营者都需要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拥有营业执照，否
则会面临处罚。宋儒亮表示，社交平
台应该加强把关，对微商经营者进行
资质审核与监管，并与监管部门数据
共享，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监控。

宋儒亮认为，对于超过审批许可
范围的经营宣传、打着医美旗号误导
消费者和虚假宣传的情况，监管部门
应该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美容服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打
击和处罚。

“虽然安全性较强，但医美面膜也
不是人人都适用。医美面膜更多针对
皮肤创伤、皮肤修复，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一些使用正规‘械字号’医美面
膜后过敏的情况也不少见。”莫秀梅建
议，消费者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谨慎选
择，尽量通过医院、药店等正规平台购
买。

（据新华网）

普通面膜冒充“医美面膜”
成本3元，叫价至少

“比普通面膜安全、效果好！
痘 痘 、痘 印 、敏 感 肌 都 能
用”……时下，医美面膜广告
势头强劲。原本医疗机构用于
皮肤治疗的医美面膜，因主打医
用、安全，备受美容达人青睐。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很
多普通面膜打着医美面膜的旗号在
朋友圈、微信群、QQ 群、电商等平台销
售。一片普通面膜成本价仅三四元，层层包
装打上医美标签后，价格至少翻涨5倍。

普通面膜浑水摸鱼“蹭热度”

做完微整容手术，陈女士在某电商平
台购买了一款名为“寡肽舒缓修护蚕丝冰
膜”的医美面膜。不料，使用后皮肤瘙痒、
红斑遍布，“找医疗机构鉴定其实就是普
通面膜，真是害人不浅。”陈女士说。

医美面膜属于医疗器械，注册为“械
字号”；而普通面膜属于化妆品，注册为

“妆字号”。陈女士购买的这款面膜是
注册为“妆字号”的普通面膜，但其广
告称可在做完医美项目后用来镇静、
修复皮肤。一些美容诊所向客户大
力推荐，称“褪红、消炎效果很好”。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医美面
膜被称为医用敷料，针对皮肤治疗
和美容手术术后的修复，成分多
是透明质酸、活性胶原等，主要
在医疗机构销售。

“‘械字号’需要严格按照
国家医疗器械标准生产，更严
格、更规范。”广东省中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莫秀梅说，医美面
膜成分比较单一，针对性更
强，防腐剂等添加少，经过
无菌生产后安全性较强，可
直接用于皮肤伤口。

医美面膜逐渐走红，
一些普通面膜也来“蹭热
度”。记者在电商平台
搜索发现，大量普通面
膜 以 医 美 名 义 售 卖 。
例如，一款名为“伊肤
泉 舒 缓 修 复 保 湿 面
膜”的产品，在宣传
中写着医美字样，
声称可用于微针、
水光等医美手术的
术后修复。但记者
查询发现，这款产品只
是普通面膜。

在朋友圈里，还有一些
号称进口的医美面膜，产品说
明上找不到任何备案信息。

莫秀梅说，普通面膜冒充医美面
膜存在不少隐患。化妆品面膜有香
精、添加剂等成分，如果是美容术后
或者有伤口的皮肤使用存在危险。

一片三五元面膜
贴标卖到15元以上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化
妆品生产厂家瞄准这一市
场，把普通面膜贴上医美标
签，通过微商、直播、美容诊所
等渠道销售，价格翻了几倍。

在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妆品
展示交易中心广州美博城，记者
随机走访了多家化妆品生产加
工厂。这些厂家都表示，可以代
工生产医美面膜。一片面膜的订
单价3至5元不等，销售价15元以
上。有商家称“卖得很好”“太便宜
了消费者不会信”。

广州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水
涟肌透明质酸多肽修护面膜”，显示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为“粤妆”。工作
人员称，此款面膜没有添加防腐剂、
香精，在破皮情况下使用也不会感
染、不会滋生细菌，跟“械字号”的面
膜差不多，“生产了两三年，没有发
生不良反应”。

“这里大部分医美面膜都不是
‘械字号’。‘械字号’面膜和‘妆字
号’面膜配方差不多，就是证件不一
样。”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
人员说，他们的面膜可以用于痘痘
肌、晒伤、祛斑后的人群，一些美容
诊所长期进货。但记者在该公司生
产的“修复面膜”上看到，产品成分
表上有一项居然标注着“肌肤”。

一些宣称代工医美面膜的厂家
介绍，微商群体是他们的主要客
户。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一
款名为“医美·玛蒂莎”的“妆字号”
面膜，包装说明称适合“激光镭射及
微针疗程损伤肌肤”。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客户群大部分是网络主播，
一些主播每周进货上千盒。一盒面
膜进货价格不到30元，销售价格达
上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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