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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王娜） 2 月 14 日 ，在 株 洲 高 新
区 ，由 宏 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简称“宏工科技”）总投资 30 亿
元的宏工智能自动化装备项目
开工建设。

喜气开工的背后，蕴含着“大
梦想”——它不仅标志着宏工科
技在株实现企业“升级”，也承载
着株洲在朝着培育制造名城这个
目标，培育新的产业龙头，加快延
伸产业链条，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增强实力，在“闯、创、干”中，实现
高质量发展破局。

为电子信息产业带来
新“龙头”

建设一个项目、培育一个龙
头、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当前，株洲正瞄准国际领先、
国内一流的产业发展目标，着力
构建“3+3+2”的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
群梯度发展格局。

电子信息产业更是“乘风破
浪”。2021 年，该产业“龙头企业
凸显、链上创新技术不断”的发展
态势——在以湖南长城、麦格米
特等为龙头企业的带领下，370
余家链上企业贡献总产值超过
300 亿元，同比增加 30%。并培育
了包括凯睿思覆铜板新材料在内
等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领域多
个项目，填补了我市在电子元器
件上游材料、碳化硅蚀刻环材料
领域空白。

面向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
发展破局？宏工智能自动化装备
项目提供了最优解，该项目所建
设包含物料自动化处理制造工
厂、机械加工及仓储等生产辅助
设施，研发中心、软件开发中心及
配套设施。

“该项目在带来物料传装备
的智能化和相关工业软件提升的

同时，也让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与工业更加紧密结合，从而提升
整个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高新
区产业局局长周琦说，这不仅能
填补我市在该领域的空白，对于
巩固和壮大株洲电子信息产业规
模，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示范带
动效应具有重大意义。

这颗“种子”市场前景广阔
对于株洲而言，宏工智能自

动化装备项目是一颗无限可能的
“神奇种子”。

为何这样说？宏工科技曾作
了这样一份调研：2019年，物料自
动化处理设备市场规模达 500 亿
元，但由于我国该行业发展起步
晚，产品技术水平落后，且被国外
垄断，所占份额非常小。

掌握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才
能在市场上争得“话语权”。作为
一家以物料自动化处理产线的
企 业 ，宏 工 科 技 1500 余 名 员 工
中，研发、设计及技术人才占比
就 超 过 30% ，这 也 使 得 近 些 年
来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不 仅犁刀
混合机、螺带混合机、吨袋包装
机、釜式干燥机等设备产品还打
破国外垄断，还围研发了物料处
理智能化系统，使得物料处理更
简单。

创新加持，宏工科技的产品
触角已经延伸至锂电池、锂电池
正负极材料、精细化工、食品药
品 、新 材 料 等 多 个 行 业 ，“ 朋 友
圈”中不乏宁德时代、比亚迪、蜂
巢能源这样的龙头企业。2021年，
宏工科技产值突破 10 亿元，利润
达 1亿元。

“当前，随着制造业的智能
化、自动化技术的提升，物料自动
化处理的应用领域正持续扩张，
这也预示着，该行业拥有更广阔
的未来。”宏工科技董事长罗才华
将新的目标定在了年产值 100 亿

元。并依托株洲基地的持续发展
壮大，在核心设备研发、软件技术
研发、国内最大的物料处理实验
室的建设及运营、工艺技术标准
化研发持续发力，并正在推动上
市计划。

良好营商环境吸引
企业在株完成“升级”

株洲这片产业沃土，引来了
宏工科技，也带来了它的产业转
移之路。

对于这家企业而言，它的“老
家”在东莞，并在广州、无锡等地
设有工厂。早在 2018年，宏工科技
在株洲高新区成立湖南宏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将犁刀混合
机、螺带混合机、体积喂料机的生
产搬迁至株洲，并依托于株洲的
创新优势，将研发中心也转移到
了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技术”和“创新”双脚起跳，
2021 年，湖南宏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产值同比增长 147.2%。

在罗才华看来，除开株洲的
产业基础、研发实力和良好的营
商环境，高新区针对人才培养、
人才发展、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给
予 的 专 项 支 持 措 施 ，以 及 项 目
建 设 给 予 的 知 道 ，让 株 洲 生 产
基 地 高 速 发 展 。他 以 本 次 项 目
的落地为例——从洽谈、推进、
上决策会，与时间赛跑，争分夺
秒，达成一致到敲定合同条款细
节仅用 15 天时间，是其洽谈最快
速的项目。

这 样 使 得 他 们 决 心 加 大 对
株洲基地的投入。罗才华说，未
来，企业拟将旗下匀浆事业部、
电池材料事业部、食药化塑事业
部、研发中心、湖南宏工软件开
发有限公司等其他生产制造基
地扩产整合至株洲，实现产业转
移 的 同 时 ，也 将 完 成 企 业 全 面

“升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李逸峰 通讯员/宋飘 李雪）
2月 11日上午，株洲经开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政维护服
务中心在万达广场前坪举行爱
绿护绿集中宣传活动，呼吁人
人都做爱绿护绿的“绿色护卫
者”，传承株洲人爱绿护绿的优
良传统。现场，230 人各自认种
认养一棵树。

在万达广场前坪，城管队员
向现场群众发放《株洲市城市绿
化管理办法》《湖南省古树名木
保护办法》等宣传资料，并为大
家讲解绿化条例、古树名木保
护、爱绿护绿的意义，为我市创
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营造了良
好氛围。

“我在株洲有棵树”义务植
树认种认养活动，是我市将全
民植树活动与微公园建设相结
合的全新模式，呼吁引导市民
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建设添绿增
彩、扮靓家园。活动现场，长郡

云龙实验学校 5 年级的周同学
在妈妈的陪同和指导下，通过
扫 码 进 入“我 在 株 洲 有 棵 树 ”
2022年株洲市义务植树认种认
养活动微信小程序，选择自己
要认养的树种、规格和数量，然
后根据提示，完成相关信息的
填写。最后，她完成线上支付缴
费 ，领 取 了 属 于 自 己 的“一 棵
树”。“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我
本来想用压岁钱去万达广场购
物，看到爱绿护绿宣传活动，立
即决定用压岁钱认领一株樱花
树。这样的活动既新颖又有意
义，我们要积极参与，为营造城
市美丽的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周同学高兴地说。

株 洲 经 开 区 城 管 局 市 政
维护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通
过本次宣传活动，让市民认识
到 损 绿 、毁 绿 的 危 害 ，积 极 参
与 到 爱 绿 护 绿 、保 护 环 境 中
来，共创绿色文明的生态宜居
城市。

最高500元

学林街道设立疫情防控
举报奖励制度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贺鸿
荟） 近日，株洲经开区学林街道工作委员会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设立疫情防控举报
奖励制度的通告》，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市民举报违反疫情防控行为，可获得 100 元至
500元的奖励。

外地返株不及时报备的（未按规定向所在社区、工
作单位或入住酒店等报告报备，故意隐瞒行程信息
的）；不按要求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
测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及次
密接人员隐瞒不报的。该通告明确，市民举报上述违反
疫情防控行为之一的，经核实确认后给予第一举报人
500元奖励。

举报下述违反疫情防控行为之一的，经核实确认
后给予第一举报人 100 元奖励：从外省入株、返株人员
抵株前未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本土
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报告省份的入株、返株人员抵株
后 24 时之内未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未自我健康监测
14天的。

学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举报人应当提供客观真
实举报线索，不得恶意虚假举报。举报人按照规定程序
领取举报奖励，受理单位等部门对举报者个人信息严
格保密。

强产业实力 促企业升级
一个30亿元项目“落地生花”的故事

株洲经开区举行爱绿护绿集中宣传活动

230人认种认养
“一棵树”

图为现场群众在认种认养一棵树。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员/顾言心）“龙主任，我生了一对
龙凤胎，感谢您圆了我的梦。”近日，市妇
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龙文香收到
了一条喜讯，这让她激动不已。

原来，发来喜讯的唐女士曾是龙
文香的患者。唐女士在 2014年结婚，婚
后多年未孕。2016 年，她到医院检查，
被诊断为双侧输卵管不通畅。

得知诊断结果，唐女士一度有些
崩溃。2018年，她接受了双侧输卵管通
液术。此后，由于子宫异常出血，唐女
士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这让一家人

心急如焚。
在家人的建议下，去年初，她来到

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希
望做试管婴儿。

让唐女士意想不到的是，从检查到
取卵、再到鲜胚移植，每个环节都很顺
利。鲜胚移植后的第 14天，医生检查发
现，唐女士幸运地怀上了双胞胎。经过
精心照料，近日，她成功诞下龙凤胎。

据悉，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
心已完成试管婴儿助孕 400余周期，妊
娠率稳定在 60%以上，达到国内一线
城市水平。

女子婚后7年未孕 医生助其诞下龙凤胎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员/张
倩） 2月 14日，正值西方“情人节”。当天，省直中医
院的医护人员用一场无偿献血活动为这个节日增添
了别样的浪漫。

“我还担心自己错过这次献血活动呢。”当天上
午，刚从手术室出来，男护士田庄便登上献血车。他是

“熊猫血”型，此前已多次捋袖献血。
得知单位组织献血，脊柱外科医生凌涛也赶来

“打卡”。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他深知血液的宝贵。
“血液对于患者意义重大，它能挽救一个人的生

命，也能让一个家庭团圆。”凌涛说。
据悉，当天，省直中医院有 100余人次参与献血，

累计献血量超过 3.5万毫升。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
琼 通讯员/谭盼盼） 春节期间，不少
市民忙着和亲友聚餐，有人却因为大
快朵颐遭了罪。

2 月 9 日，省直中医院消化科，做
完手术不久的王师傅正独自躺在病床
上，一脸愁容。

年过五旬的王师傅来自渌口区。2
月 5日，他到亲戚家拜年。吃午饭时，由
于边吃边聊，一不留神，他就吞掉了一
个红枣核，而枣核恰好卡在喉咙深处。

不以为然的王师傅想了个“土办
法”，他随即吃了不少生姜，打算强行
将枣核咽下去。不料，枣核竟滑到了食
管内。随后的两天，他几乎无法进食，
胸部疼痛不已，痛苦不堪的他这才来
就医。

“急诊 CT显示，王师傅的食管中段
有长梭形异物，异物两端均已经穿透
食管壁，上段食管壁明显充血水肿，管
腔内还可见大量食物。”消化科主任刘
新文介绍，王师傅的食管异物已经穿
透食管壁，紧邻颈总动脉，如不及时处
理，可能导致食管穿孔、纵隔脓肿、甚
至造成颈总动脉破裂大出血，从而危
及生命。

随后，刘新文联系心胸外科、放射
科、耳鼻喉科及麻醉科专家展开联合
会诊，并为他进行了经胃镜食管异物
取出术。所幸，枣核被顺利取出。

刘新文提醒，一旦出现食管异物，
市民千万不能采取塞馒头、吞面包、噎
米饭、喝醋等各种偏方，应停止进食并
马上就医。

男子被枣核卡喉 用偏方致食管穿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地区
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状况的重要指
标之一。

近日，市卫健委公布了一组数据：
去年，我市实现孕产妇死亡率为零，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明显。

“全程、精细、高效”的株洲妇幼健
康管理模式如何实现？

分片包干，编织高效救治网络
城市的妇幼健康，从一个侧面体

现着城市精神。
“多亏了这些医护人员，救了我和

孩子一命。”2月 14日，提及 10个月前的
一场生死劫，左女士仍心有余悸。

原来，去年 4 月，怀上二胎的左女
士遇上了最危险的疾病——妊娠合并
急性脂肪肝，命悬一线。所幸，省直中
医院先后启动市级、省级孕产妇急救
通道，多学科医护通力合作抢救 16 个
小时，助她终离险境。

左女士的化险为夷是我市健全协

作机制、实施妇幼健康管理分片包干
制的一个生动注脚。

为了让妇女儿童获得全方位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近年来，
我市市县两级均建立了由分管领导牵
头负责的保障母婴安全协调工作机制，
组建了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
专家组。我市还实行市级专家团队对县
区分片包干，构建了“覆盖全市、分片负
责、及时响应、有效救治”的母婴安全健
康责任体系，由此实现公平、可及、规范
的保健服务和系统管理。

“五色”管理，实现早发
现、早预警

家住茶陵县的茂女士做梦都没想
到，自己怀孕竟然牵动了不少人的心。

她患有梗阻型肥厚性心肌病和地
中海贫血，怀孕后不久，她就被当地的
妇幼保健机构评定妊娠风险分级为

“红色”。
从怀孕 16 周起，她便转诊由市级

高危孕产妇管理组直接进行专案管
理。经过精心照料，最终母子平安。

事实上，这些年，我市妇幼保健部
门面临这样一个严峻挑战：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后，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
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高。

为了突破困境，我市创新采用“五
色管理法”，对每一位孕妇开展妊娠风
险筛查和评估，按照风险严重程度分
别以“绿、黄、橙、红、紫”5 种颜色进行
分级。此外，市卫健委组织市妇幼保健
院对全市评估为红色、紫色的孕妇建
立专门台账，并明确专人实施全程信
息追踪，由市级专家组通过“一对一”
对接管理模式，从而实现早发现、早预
警、早管理。

除了创新管理模式，我市还筑牢
危重救治网络。目前市、县两级均有至
少 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1个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基本构建了分级负
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会诊、转诊
救治网络。

规范建设，确保医疗服
务同质化

去年 7月 29日，在市妇幼保健院，
株洲市卫生健康系统执业技能竞赛
——母婴安全急救技能比武上演，来
自各县市区的 9支代表队参赛。

此次技能比武以产科危急重症救
治为主题，内容包括产科出血、子痫、
围产期急性肺栓塞、羊水栓塞、妊娠急
性左心衰等，共设置 15 个开放式模拟
场景。5 位省市专家从急救准备、病情

判断、处理措施、操作技能、团队协作

等方面进行考核。最终，市妇幼保健院

代表芦淞区获得一等奖。

“希望通过此次大赛，真正做到以

考促学、以赛促改，赛学融合，大家携

手共促株洲地区母婴安全救护能力再

上新台阶。”开幕式上，市妇幼保健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宋兵文如是说。

这只是我市着力推进妇幼保健机

构能力建设的一个缩影。

去年，我市有 35 家助产机构产科

门诊开展规范化建设，其中有 26 家达

标，占比达 74%。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动全市产
科医疗服务同质化、标准化，我市还成
立了产科质量控制中心和出生缺陷质
量控制中心，通过这些平台，对全市产
科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并适时
开展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演练，最大
限度地提升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成
功率。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
琼 通讯员/尚客君） “谢谢你们，我终
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近日，在市中医
伤科医院心理咨询室（创伤后心理康
复室），王颖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露
出久违的微笑。

王颖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
国企工作，如今，她已是一个部门的负
责人。事业有成的她却在生活中面临
困境。3年前，她带着 5岁的女儿再婚，
可自己的母亲却对女婿百般挑剔。

“她嫌我的老公大专毕业，工作单
位也不好，总是对他冷言冷语。”王颖
说，前段时间，她和丈夫买了一堆东西
回娘家，可母亲却再次因为一点小事
对其女婿大发雷霆。这一次，王颖觉得
丈夫非常委屈，于是过年都没回家。

由于这些家庭矛盾，这段时间，王
颖出现了失眠多梦、胃肠功能紊乱等
症状，甚至在医院进行了针灸、理疗
等，症状却难以缓解。

“你别着急，有什么烦恼就和我说。”
接到王颖的求助后，市中医伤科医院心
理咨询室负责人毕亚炜轻言安慰道。

为了消除王颖的心病，毕亚炜决
定通过“心理剧”的方式，让她换位思
考，理解母亲的做法。

经过开导，王颖最终走出心里的
阴霾。

据悉，市中医伤科医院心理咨询室
致力于对创伤后心理应激患者进行心理
干预，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危机
处置，旨在用专业力量陪伴患者更积极
地面对病痛，提升患者的就医幸福感。

家庭矛盾引发心病 心理咨询师巧解心结

妇幼安全如何确保 株洲出了这些招

情人节
医护相约献热血

省直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省直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通讯员通讯员 供图供图

芦淞区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张
波） 春节过后，返工人员增加。芦淞区一手抓常态化疫
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连日来，该区发挥市疫情特派
员作用，织密社区、园区、厂区防控网。

节后返岗复工，芦淞区作为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区，外
防输入的压力非常大。19名特派员深入小区、企业一线，
对复工复产防控措施情况进行技术指导并督促落实，对
督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交办、专班协调、跟踪管理，全
面压实责任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承担起“属地管理”责
任，做到地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人盯人防控、人性化
关怀，对社区小区、楼栋进行彻底排查，确保全覆盖、无
死角。企业在安全防护、工作方式、用餐安排等方面，采
取符合防疫要求的新办法，探索创新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新机制，筑起保护社区居民、园区员工健康安全的坚
实屏障。

此外，芦淞区还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格防码”筛查
等手段分级分类、精准精细摸排查来芦返芦人员。大力推
广智能化健康码识别设备的应用，36家服饰市场实现智
能防控全覆盖，实现“人防+技防”的双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