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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王娜 通讯员/袁思锐） “ 滋
滋”声此起彼伏，机器高速运转。
在湖南世鑫新材料有限公司（简
称“世鑫新材”）的车间里，一片热
火朝天。“今年前 2 个月，企业产
值均有所增长。”董事长肖鹏介
绍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连 续 多 年 达
20%左右，接连攻克多项关键重
要技术。

保交付、强研发……春天正好，
株洲高新区工业企业活力满满，确
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开门稳。

加力研发投入成稳
增长“法宝”

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眼下，株
洲高新区不少工业企业瞄准了强
链补链拓链，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实践，获益良多。

世鑫新材在这个春天播下的
两颗“种子”，将萌发出碳陶产业
化这棵“大树”——一个是“400km/h
高速列车用碳陶（C/C-SiC）制动
盘 及 配 对 闸 片 关 键 技 术 ”项 目
入 选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而 另
一个则是位于新马工业园的碳
陶的前身——预制体生产车间
的开工。

这 样 的 梦 想 有 迹 可 循 ，依
靠 碳 陶 制 动 盘 产 品 ，该 企 业 国
内、国外市场两相欢喜。不仅进
入 中 车 供 应 商 体 系 、还 成 为 世
界领先的轨道及商用车辆制动
系统制造商德国克诺尔集团配
套商，今年 2 月，该企业产值达
600 万元。

这几天，株洲麦格米特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株洲麦格米
特”）总经理李升付正盯着这样一
件事——企业内关于智能仓储基
地、材料检测、测试研发办公大楼
的建设。李升付说，新的大楼就在
栗雨工业园的企业总部内，为的
就是加大电源、产品开发的研发
能力。

一个企业，只有具备自主创
新能力，才能具有核心竞争力，才
能拥有行业话语权。如今，株洲麦
格米特的技术专家和研发工程师
就达 200 余人，依靠不断延伸的
产品谱系，在智能家电、智能卫

浴、新能源汽车等众多行业，其
中，涡旋压缩机产品技术，解决了
我国压缩机“卡脖子”难题。

中小企业成为强链
补链生力军

走进株洲华通科技责任有限
公司（简称“华通科技”），身穿灰
白工装的工人们正在岗位上忙碌
着，成品库门外，一件件打包好的
一体化移动视频通信终端产品起
运，发往全国各地。

作为一家电子信息产业链上
的中游企业，华通科技保持每年
30%左右研发经费的投入及 40%
研发人员占比，已经形成以人工
智能铁路机房智能巡检系统、基
于 5G 技术铁路融合通信系统、便
携移动应急多媒体通信系统三大
产品体系。

当下，作为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后备企业，华通科技就试
水“飞地模式”，在北京、深圳、长
沙设立了研发机构，在当地招聘
研发人才，进行新技术、产品研
发，并将研发成果在株洲实现成
果转化。

“2022 年视频通信将迎来新
的增长周期，国内对便携移动应
急多媒体通信需求增长，公司订
单已经饱和。”华通科技副总经理
李辉介绍，瞄准疫情下由“面对
面”向“屏对屏”的转换，企业迅速
抓住市场机会，加大软硬件技术
开发投入，预计今年企业产销增
长 40%以上。

中 小 企 业 与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协 作 配 套 能 力 强 ，是 提 升 产 业
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
键环节。截至目前，株洲高新区
已经培育工业企业超 380 家，还
培育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2 家。

“十四五”时期，高新区计划
利用 5 年时间培育 100 家以上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 30 家
以上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单项冠军企业，并围绕建立梯
度培育体系、解决技术难题、加强
精准化服务支撑等，中小企业正
活力满满、干劲十足。

整修水利
湘莲基地备耕忙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周蒿 通
讯员/谭琳 谭洪汀） 挖沟清淤、除险加固
……3 月 16 日，石峰区铜塘湾街道长石村
湘莲种植基地，湘莲种植户们正在忙着兴
修水利，清理路障，为即将开始的土地翻
耕，湘莲下种做准备。

长石村是城郊村，基础设施差，没有支
柱产业，村里 70%的耕地抛荒多年，曾是村
民的“心头病”。2019，在该区农业农村局的
支持下，长石村经过多次调研，决定引进湘
莲专业种植团队统一规划种植，把村里的
几百亩荒地连片打造成湘莲基地。

来自湘潭的胡新建种了 20多年莲子，
有经验、有技术，更不愁产品的加工渠道与
销路。第一次被请到村里了解现场情况时，
他脑袋直摇，“抛荒多年，地里的杂树都有
一米多高了，水源不畅通，前期投入很大。”
为此，长石村开出了“头年免租”等优厚条
件，最终以诚意打动了胡新建。

翻田、下种、除草、灌溉，初夏采藕尖，秋
天收莲蓬……一年四季，胡新建都带领团队
在基地里忙个不停。由于水利设施存在短
板，去年，湘莲基地少部分区域出现了欠收。
今年，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长石村计划投
入25万元，修建一条800多米的灌溉干渠，
基地将再无干旱之忧。为了让大家懂技术，
会种植，村里曾多次邀请省农科院农业专家
为种植户上门指导技术，前不久，40多位村
民刚完成今年首轮的种植技术集中培训。

“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下，第一年对抛荒
土地进行了全面复耕，第二年实现了略有
盈利，随着基础设施地不断完善，长石村的
湘莲产业肯定会越来越好。”谈到未来的发
展，胡新建信心满满。

“把湘莲作为‘一村一特’的重点产业打
造，今年的种植面积将从最开始的300多亩
增加到400多亩，预计每亩可产湘莲180斤左
右。”长石村党总支书记贺碧文介绍，闲置多
年的抛荒土地焕发出了新活力，帮助30多位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增收上万元。

株洲市殡仪馆、垃圾焚烧发电厂均位
于长石村，湘莲种植不仅带动特色农业发
展，也是生态修复、美化村容村貌的利器。

“到了夏天，几百亩的荷花同时盛放，
让人心旷神怡。”贺碧文介绍，现在，曾经的
长石旧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荷花新村”，
日子也越过越好，荷花盛开的时节，村民们
茶余饭后，都喜欢来湘莲基地旁散散步、看
看景，不少市民专程驱车前来赏荷。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
高兴） 3 月 16 日早上 7 时，株洲经开区市场监管
部门执法人员全员出动，兵分两组，针对央视 3·15
晚会曝光问题产品开展突击执法检查。

当天，针对校园周边存在涉嫌销售问题玩具，
该区执法人员对辖区所有中小学周边商店进行逐
一排查，共检查学生用品商店 12家，查获问题玩具
9个，全部予以查封扣押。同时，对辖区内经营酸菜
及酱腌菜的超市和食杂店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
是否经营华容县插旗菜业、锦瑞食品有限公司、坛
坛俏食品有限公司、雅园酱菜食品厂四家涉事厂家
生产的酸菜，共查获涉事生产厂家生产的酸菜 73
包。执法人员当即责令经营户下架相关产品，暂停
销售。

3月 15日晚央视 3·15晚会结束后，株洲经开区
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工作群
开展工作调度，成立工作专班，连夜精心部署，以问
题为导向，在全区迅速开展 3·15 晚会曝光问题产
品专项排查。下一步，该区市场监管部门将针对 3·
15曝光厂家的酱腌菜和红薯粉开展专项抽检，并结

合晚会曝光食品类别，开展辖区内相关食品的监督
抽检。同时，针对电动车违规提速、不达标线缆等问
题开展专项检查，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谭昕吾） 3
月 16 日，天元区全域范围内多个镇（街道）开
展核酸检测演练和小区封控演练，以“练”筑
防，全面提升该区应对疫情的实战能力。

昨日一早，天元区庐山恋小区率先启动全
民核酸检测演练。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居
民代表按地面标识，有序隔开一米，分两列排
起长队。“请大家戴好口罩，手机打开健康码页
面，等待扫码、采样。”志愿者不时提醒居民，并
为年老居民操作手机，队伍陆续朝扫描登记台
推进，居民有序在采样区采集核酸。由于前期
部署充分，采样演练的速度很快，工作人员、志
愿者全程分工合理，衔接顺畅、配合默契，医务
人员操作娴熟、科学规范，上百人组成的演练
队伍在 20分钟内即完成全员核酸采样。

“我们打的就是时间战，一旦有疫情发生
要快速响应，我们要第一时间布置、第一时间
封控、第一时间开启全员核酸检测。”嵩山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文纲举介绍，通过演练，提升社
区工作人员的实战能力，也让观摩的市民熟悉
了整套流程。

当天，该区全域 7 个镇（街道）分别在各
自辖区开展核酸检测演练和小区封控演练，
为快速、高效、有序做好全员核酸检测积累宝
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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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获扣押问题玩具9个和涉事酸菜73包

执法人员在超市检查，责令经营户立即将涉事
酸菜下架。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通讯员/供图

16 日，天元区全域 7 个镇（街道）在各辖区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演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谭昕吾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兰岚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
何让河长制的触角延伸至农村基层
最末端，怎样打通水体管护“最后一
公里”？醴陵市孙家湾镇通过“河长
制+”模式，打出一套治水护河的组
合拳。

孙家湾镇，铁河、东龙江如龙盘
卧，跃塘、跃进、福主塘等 7 座小二
型水库如珠点缀。以前，这里河湖管
理和保护存在盲区，河湖“四乱”问
题频发，问题反弹不能永葆“清”春。
以问题为导向，该镇以河长制促河
长制，因地制宜探索“河长制+”工作
模式，成效显著。如今，这里的水清，
景也美。

探索“河长制+智慧化”监管模
式。一方面在东龙江、铁河重点水域
安装了高清监控电子眼，对河湖岸
线违法行为进行 24小时远程监控；
另一方面，让高清电子眼和无人机
担任“巡河员”，扫除一个个监管“盲
区”。去年以来，发现和制止违法违
规行为 12次。

落实“河长制+网格化”分段管
河。该镇将全镇划分为 18 个“水域
网格”，再将机关干部和支村两委划
分到相应的“水域网格”，负责本网
格内的水生态保护，重点对沟河沿线脏乱差
问题、管理范围内正在发生的违搭乱建水事
违规违法行为及电鱼、炸鱼、毒鱼、入河口排
污等现象进行巡查，发现问题随时反馈镇河
长办，有效地补齐了河道长效管护中监管短
板。去年，处置电鱼行为 3起、非法捕捞 1起，
交办一般问题 20 起，清理涉河垃圾 8 吨、河
道枯枝树木 5处，修复塌方河堤 5处。

开展“河长制+全民化”共治格局。河长制
工作的推进，不仅需要镇村两级干部的不懈
努力，更需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
解。该镇积极组织开展“六进”“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挑选了一批热
心环保、关心水环境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
志，配合责任河长共同参与沟河管护。此外，各
村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将河道环境保护纳入
村民自治范围，让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踊跃参
与到共建美丽孙家湾河湖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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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涉水污染
76 个问题、水利部和省河长办交办的 51个问题、
红网《问政湖南》栏目举报的 7个问题以及市河长
办交办的 157 个问题，扎实推进整改，完成销号
286个，其余问题均能在规定期限内销号。

以问题为导向，让群众身边的幸福河湖长治
久清，我市采取重点工作“一盘棋局”同推进，问题
整改“一张清单”干到底：

“清四乱”专项整治方面，对全市已销号的“四
乱”问题 257处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完成了省水利
厅下发的疑似“四乱”问题核实，建立市级“四乱”
问题台账，按时间节点整改销号到位。

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方面，全面落实《湖南省
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推动出台《株洲市河道采砂统
一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株政办发〔20211号），落
实采运管理四联单制度。

重点园区整治方面，完成天元区国家高新区
和攸县省级高新区 2 个园区整治。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方面，全市 27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已全
部开工，开工率排全省第一。

治理方面，完成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17
处，完成湘江干流非法码头渡口整治 101处，完成

“一汇两水”禁捕任务 6项。
饮用水水源地划定方面，完成 3 个“千吨万

人”饮用水水源地划分、5个“千人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划分和 17 个乡镇级“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
地整治。

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方面，完成水利工程划
界 854 处，完成河流管理范围划定 98 处，完成 10
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及审查。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面，14 座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已按照初步设计完成建设
目标。

中小河流治理方面，完成茶陵县治理工程茶
水白鹤洲至田湖村河段建设。

坚持“开门治水”“共享共治”理念，全省率先
成立河长办直接领导下的民间河长协会，开展湘
江增殖放流、护河净滩、“啄木鸟”行动等主题活动
80 余次，巡河 2 万余人次，发现交办问题 500 余
个，协调整改到位问题 489个。

上级和市河长办交办的问题
已整改销号286个2

各级河长巡河10万余人次 解决河湖问题2万余个

我市河长制工作获全国先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河长是落实河长制工作的主体和核心，基
层河长制工作标准化是落实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保障。

我市通过创新河长制“五化”创新模式，从河
长履职、基层标准化建设、河湖保护治理、社会监
督等方面夯实河长制工作的基础，让河长制有实、
有力、有效。

我市 5 公里及以上河流多达 314 条，市、县、
乡、村四级河长全覆盖，全市 2618 名行政河长守
水担责、守水尽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督
阵，高位推动，压实责任；各级河长闻风而动，力度
空前。

河长干什么？怎么干？以问题为导向，县、乡级
河长“巡、治、考、报”，村级河长“巡、治、报”，各级
河长职责清晰；“看”“查”“交”三个巡河步骤，明确
了河长日常巡河工作任务及具体操作内容。

去年以来，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7次专
题研究河长制工作，召开市总河长会议 1次，市河
长办主任办公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10 余次。四
级河长全年共巡河 10万余人次，各级河长梳理责
任河流（段）突出问题责任清单，解决河湖深层次
问题 2万余个，消除垃圾河、黑水河、臭水河，遏制
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全面攻
坚水污染难题。

截 至 目 前 ，我 市 有 76 个 乡 镇（街 道）被 授
予“株洲市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单位”称号，
配齐了“一办三长两员”（一办，即河长办；三长，
即官方河长、民间河长和河道警长；两员，配备 1
至 2 名专职的护河员和河湖保洁员），阵地建设
实现“六有”（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
有经费、有设备）。

今年年初，万丰湖入选第十九批
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且为该批名单
中湖南省唯一上榜的水利风景区。

坚持示范创建，推进河湖治理系
统化：

着力打造示范河湖。完成清水塘
城市公园主湖区项目建设；加快茶陵
县舲舫乡西岸村和天元区三门镇株木
村“水美湘村”建设，完成投资 2000余
万元；高标准续建或新建 108 条乡镇
示范河湖。

加快打造渌江省际样板河。加快推
进渌江省际样板河“6333”工程建设、部
署六大行动项目49个，挂图作战，完成
投资75亿元，交办解决问题74个。

加快智慧河湖建设。依托“智慧株
洲”平台，加快推进“智慧河湖+网格
化”建设，在一期投入 450万元的基础
上，追加投资 400万元启动二期开发。

坚持亮点打造，推进工作模式创
新化：

创新管理模式。炎陵县民间河长
实行“五个一”管理（建立 1个微信群、
向每位民兵河长发放 1张聘书、1个巡
查标识、1份自律书、1本巡查日志），有
效地协助了行政河长开展工作。

创新“河长制+”模式。茶陵县洣江
街道河流有效治理后，开发火龙果种
植基地“河长制+产业”模式让当地贫
困农户每年收入 1 万元以上；火田镇
打造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特色旅
游地，唱响了“河长制+旅游+扶贫”主
旋律。芦淞区发展“河长制+文化”，建
成“河小青”志愿服务大京学校示范基
地深入开展“六进”活动。

加强经验推广。重点打造了清水
塘水生态治理、“五化”工作模式、“四
个三”工作机制、网格化全域监管、立
体式智慧河湖系统等 10余个工作。

我市的河长制呈现出“一县一亮
点”的品牌格局。

1 “五化”模式
让河长制有实有效

﹃
河
长
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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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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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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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以提高水
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河湖

系统治理为重点，以强化河
长履职为关键，推进河长制提
档升级。

去年以来，“一江两水”水质
持续向好，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 100%。市河长办获评水
利部全面推行河长制先

进集体。

3
示范创建和

“河长制+”创新成品牌

株洲经开区

以“练”筑防 全域开展核酸检测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