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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面实施

“十四五”规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关键之年，也是新旧动能转换

“五年取得突破”决战决胜之年。全市科
技工作将紧紧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面落实“三高四
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发愤图强、重
振雄风，扎实抓好各项重点工作，全面提
升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水平。

【重点1】

转变思维，跳出科技抓科技
坚持“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

工作思路，科学规划，统筹安排，跳出科技
抓科技，按照“一切谋划着眼一流、一切工
作对表一流、一切成果追求一流”要求，奋
力蹚出一条创新转型的新路。做到规定动
作步步到位、自选动作丰富多彩、特色动
作亮点纷呈，力争我市更多科技项目、更
多科技成果获得国、省支持奖励，在全省
年终考核中实现同类地区升级进位。

【重点2】

牵牢“牛鼻”，培育一批高
质量平台

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年”行动计
划，把创新型企业市场培育作为科技创新

“牛鼻子”工作来抓，强化分类施策和靶向
服务，重点打造科技小巨人、单项冠军、瞪
羚企业、独角兽等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具
有较强集成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力争全市有效高
新技术企业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分别
达到 11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25%以上，培养认定双创精英人才 30名以
上，新增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30家以上。

【重点3】

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第
一”和“唯一”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立足株洲实际，

积极承接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工
程，集中力量攻克全球领先、自主可控、
进口替代、填补空白等核心技术，为研发

“国之重器”、解决受制于人的“卡脖子”
问题贡献株洲力量。全年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 100 项。争取国省科技计划立
项 120 项以上，立项资金同比增长 20%。
推广转化一批风险低、收益好、见效快的
科技成果。

【重点4】

强化投入，研发投入、科
技金融更多更广惠企

力 争 2022 年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达
到 140 亿 元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达 到
3.4%，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
支出比值达到 7.1%，技术合同交易额
260 亿 元 。完 善 科 技 信 贷 风 险 补 偿 机
制，力争全年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额达
到 4 亿元。

【重点5】

抢点卡位，支持更多科技
项目抢占先机

支持优势产业大企业集团参与国省
“揭榜挂帅”，推进高速永磁电机系统、航
空精密铸造等“十大技术攻关”，孕育凝
练一批关键技术、攻关技术纳入国、省项
目“笼子”。加快布局一批新兴和未来产
业，在“抢点卡位”中争取先机。助力打造

“北斗产业园”，推动陶瓷、服饰等传统产
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链接
全球创新网络与株洲制造业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推动实现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共享，帮扶初创型双创团队壮大成为
新主体。

【重点6】

深化改革，探索科技体制
全省经验

着力推进新型举国体制、科技成果
评价、项目经费管理等改革措施落地见

效，全面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以市场
化模式设立产学研合作“推进中心”和

“定向基金”，力争取得明显成效，探索形
成全省经验。与湖南工业大学共建人才
培养新机制，每年遴选一批符合我市产
业需求的博士，以科技特派员途径实现

“编制在工大、服务在企业”。培养一批技
术经纪人，强化科技项目组织管理，盘活
资源。

【重点7】

夯实机制，壮大科技人才队伍
深化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湖南工

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培
育更多高端要素在株洲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建立靶向引才、专家荐才机制，大
力推进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建设，
支持重点领域设立海外招才引智联络
点、海智计划工作站、海外科研基地等，
全力推进引才工作国际化。深入落实“新
人才 30 条”，实施“双创精英人才计划”，
发掘和培育优势产业拔尖青年科技创新
人才。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大胆实践、积
极探索，鼓励在推动创新的关键环节上
率先突破。培养打造一支懂科技、爱科
技、惠公众的科技队伍，打造中部地区创
新人才汇聚新高地。

【重点8】

倾力服务，围绕“干部能
力提升年”打造科技干部队伍

推动党建工作和科技工作深度融
合，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
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建立务实管用的
科技培训课程体系，邀请国家部委、高
端智库顶尖专家到株开设“创新讲坛”，
锤炼科技骨干服务本领、工作作风。抓
好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围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组织开展科技活动周、科普进校园、科
技三下乡等一系列专题科普行动和群
众性互动科普活动。

科技赋能制造名城培育 创新引领幸福株洲建设
——我市奋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文/ 黄谷 卜西敏 李波 姚时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株洲，从“共和国工业
的摇篮”，到国家创新型城市，因科技而兴起，因创新而繁荣，紧
盯科技创新不放松，为株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创造了
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
车、第一块硬质合金等共和国工业史上340多个第一。

2021年，全球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悬
浮交通系统研发成功、中国首台出口欧洲双层动车组
成功下线、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驶上世界屋
脊青藏高原。创新发展已成为株洲这座城市的特
有基因，激发出激发出“1+1＞2”的效果，创造
出一个个令世人惊叹的工业奇迹。

2022年，春天已经来临，科技战线正
忙耕耘。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回顾过
去一年丰厚收获，深入分析当前科
技创新发展形势，部署 2022 年
重点任务，着力提升发展新高
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全面
开启科技创新高地建
设新征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十四五”规划部署实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市委书记曹慧泉视察市
科技局，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决扛起科技创新的
新使命，让创新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全市科技系统围
绕各项目标任务，创新工作方法，加强科技管理和科
技创新服务，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亮点纷呈。

【亮点1】

增强创新实力
研发投入强度领跑全省

研发投入，是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加大研发
投入强度，一直是我市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已
连续三年领跑全省，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技术合同交易额居全省前列。

县区典型：
芦淞区开展“点对点”上门科技服务，做到重点企

业上门服务率 100%，完成 R&D 经费投入 22.28 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5.36%，企业享受研发奖补经费超
过 1000 万元。

【亮点2】

助力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获历史性突破

助力高水平创造，加快成果转化。全市 2个项目获
国家科技奖，35 个项目获省科技奖，其中 5 个项目被
授予省一等奖，7个项目被授予二等奖，时代电气刘国
友获光召科技奖，为个人省级最高荣誉。在湖南省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我市取得历史性突破，2家企业
独揽初创组、成长组两个方面的一等奖。国内首条 8英
寸车规级 IGBT 芯片线首批芯片、全球首套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AES100 涡轴航空
发动机完成首飞。越摩半导体“12nm 高算力人工智能
芯片后道设计研发与产业化”等一批初创型成果转化
项目实施效果明显。

县区典型：
石峰区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催生了首列

出口欧洲双层动车组、首台商品化混合动力改造机车
等一批单项冠军产品。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
突破零下 40℃的极寒环境，充分展示了株洲科技力量。

【亮点3】

推动产业升级
科技项目成批入围“省重点”

突破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打破国际垄断，努力解
决“卡脖子”难题是科技工作者的使命。过去的一年，
我市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第三代半导体两个纳入
2021年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加快推进，12个纳入
省“五个 100”的重大科技项目投资和研发进度均超过
年度计划的 130%。全年申报“揭榜挂帅”、重点研发计
划等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602 项。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
械研究所“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真空粉末锻造成型技术
研究”进入全省首批“揭榜挂帅”重大项目，山河科技、
608所等申报的“多用途轻型运输机的研制”项目获省

科技重大专项立项支持，“新一代轨道交通高效驱动
系统技术”等三个项目成功入选 2022年湖南省十大技
术攻关项目。

县区典型：
天元区坚持以高水平打造创新型县区为抓手，持

续推进双创生态优化和产业创新升级，做强做大了一
批创新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亮点4】

强化能力提升
科创平台竞相进入“国家队”

突出科技创新战略导向，全力推动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和创新载体建设升级。目前，株洲 3家国家重点实
验室已完成国资委第一批答辩评审，力争全部纳入国
家首批试点，争取一家以上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示范标杆。积极推动“高分子材料”“高端装备电机”等
领域科技创新平台进入“国家队”，为创新升级增添新
的生力军。全市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达 619家，其中国家
级 52家、省级 297家。

县区典型：
株洲经开区出台北斗产业人才聚集十条，加快建

设北斗产业园，启动打造全国首个“直播地球”中心，为
北斗产业落户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醴陵市高度
重视创新平台建设，共建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 52
个，其中国家级 6个、省级 24个，入围“2021科技创新百
强县总榜单”第 46 位。攸县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
挥科技特派员作用，深入推进科技示范基地（园）建设，
推广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有力打造了科技服务创新
品牌。

【亮点5】

壮大创新主体
培育高企有量、有质、有突破

2021 年，我市建立高企培育库，开展县市区全覆
盖巡回培训。全年有效高企数超过 900家，增幅 25%。7
家单位入选湖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备案及培育名单。一
批省级以上的各类技术中心、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
先后挂牌运行。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迈上千亿大关，达到 1016.11 亿
元，增速 22.1%。581 家省研发准备金备案企业共获得
省研发奖补资金 8572万元，支持金额全省第二。

县区典型：
荷塘区积极推动 35家企业与湖南工大等高校院所

合作，有效提升了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建设水平。
渌口区大力组织开展高企培育、申报、政策解读及操作
实务培训，高企总数已达 42 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
43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5%，发展态势
喜人。炎陵县大力推进产品创新攻坚行动，有效发挥全
康电子、欧科亿等“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协调引入亿
海康、富欧科技等配套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特色凸显。

【亮点6】

营造创新生态
形成科技人才聚集高地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2021年，我市

累计评选市级领军人才 171 名、双创精英人才 32 名、
中国动力谷产业智库专家 856 人，形成推动株洲加快
发展、跨越赶超的智力支撑。选派各级科技特派员 331
名，组建 1330 人的科技专家服务团，以服务产业为目
标，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科技助推乡村振兴
取得良好成效。充分发挥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港洽
周”等平台作用，大力推进引才引智工程，2021年新办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31 个，总量居全省第二，目前在
库外国专家 60人。

县区典型：
茶陵县引进博士 14 人、研究生 17 人充实到科技

专家服务团，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科技保障。荷塘区精心
组织广覆盖的“科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获得全国
科技活动周组委会表彰。

【亮点7】

扩大创新影响
各区纷纷跻身国家、省级创新发展榜单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万钢去年来株调研时，对株洲自主创新发展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

这一年，市科技局精心编制株洲“十四五”科技创
新规划、自创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长株潭三市科技
创新合作纵深推进。株洲自创区政策覆盖范围由原来
高新区扩大至各区县高新区、经开区等园区，覆盖面
积增加至 137.81平方公里。株洲高新区跻身全国高新
区综合评价 30强，攸县高新区获全省高新区创新发展
绩效评价第 35名，炎陵工业集中区成功升级为省级高
新区，天元区获省创新型县（市）区建设专项资金支
持。积极推动茶陵县、炎陵县申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打造湘赣边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株洲自主创新发展成
效得到国家充分肯定。

【亮点8】

加强部门联动
科技创新发展形成强大合力

众志成城，科技创新发展勇往直前。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乡村振兴局在科技人才
引育、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
周密部署，提供政策支持。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围绕国
家创新型城市、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军民科技协
同等重点任务，积极谋划、深度调研、大力推荐、全程
参与，为全市创新品牌打造贡献了重要力量。市财政

局在财政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统筹资源，多方调度，为

全市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专项经费保障。市统计局

加大培训和服务力度，常态化、专业化指导企业报统

入统，让我市创新发展的工作成效得到充分反映。市

税务局精心组织落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为全市科技型企业培育提供

助力。市教育局持续加强科教协同，在深化产学研合

作、加强双创人才服务方面积极牵线搭桥，营造了优

良环境。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不断加强工作
联动，有效推动了现代农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先进技术
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普及。市金融办努力破解科技
企业融资难题，推动科技金融紧密融合，为企业登陆

“科创板”上市提供了有力支持。

过去的一年，我市各县市区、科技创新主体集
思广益，扬长补短，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产业优势，
在科技创新的战线上大展拳脚，闯出了一片新天
地，在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部分标杆县市区、
科技创新主体为大家做了经验分享。

石峰区：核心技术攻关突破，高寒
动车驶上世界屋脊

石峰区整合创新资源，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攻关上重点发力，推动车轴与牵引电机激光
清洗、车体激光复合焊接等 10余项关键共性技术得
到突破，涌现了中车时代半导体 HVDC晶闸管、中车
时代电气机车牵引电气系统等一批单项冠军产品，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 600公
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成功。复兴号高原内电
双源动车组驶上世界屋脊，中国首台出口欧洲双层
动车组成功下线。

支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成功打造 2 家国家级
创新中心，其中株洲国创是全省第一家，轨道交通
装备质量与安全技术创新技术中心是轨道交通领
域首家。近三年，累计新增创新平台 36家，平台总量
达到 111家，处于全省 122个县市区第一方阵。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从 7.5% 提 升 至
10.6%，稳居全市第一，处于全省县市区第一方阵前
列。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02 件，居全市第
一、全省第二。技术合同成交额 114.3 亿元，总量在
全市遥遥领先，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醴陵市：优势产业稳中突破，入围
科技创新百强县

2021年，醴陵市聚焦陶瓷、花炮、玻璃、服饰、电
子信息等特色产业，全力以赴争当打造科技创新高
地的县域排头兵，各项工作和指标呈现出稳中有
进、稳中趋优的良好态势，入围“2021科技创新百强
县总榜单”第 46位。

在特色产业上下功夫。醴陵市全年实现专利授
权 1285件、登记技术合同 392件，其中 90%以上集中
在 5 大特色产业领域，助推醴陵由传统产业大县向
制造业强县转型。陶瓷产业入选全国特色产业培育
十大案例，花炮产业入选全国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
级集中区。

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华鑫电瓷的“空心瓷绝
缘子”成为全国单项冠军，时代金属的“动车、机车
冷却器”入选全省单项冠军。

在平台打造上下功夫。加强与“大院大所大企”

合作，不断做大做强创新平台。陶瓷学院入选国家
工信部“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陶瓷研
究所获评全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目前共拥有市级
以上创新平台 52 个，其中国家级平台 6 个、省级平
台 24个。

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华鑫电瓷、时代金属成
功立项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引领项目，银和瓷业成为
全省“5G+”陶瓷检测行业首个示范点。醴陵市全年
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05.7 亿元，增长 32.1%，
高于全省平均 13个百分点。

湖南工业大学：龙头专业深化提升，
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

2021年，湖南工业大学承办了中国包装工业四
十周年庆祝活动暨 2021包装行业高峰论坛，签订了
一批重磅合作协议，进一步树立了该校在包装教育
领域的龙头地位。成功获批了“博士学位授权单
位”，实现了博士点的突破。

“十三五”期间，湖南工业大学基础研究领域成
果颇丰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省三大科技
奖 26项，“材料科学”与“工程科学”学科常年保持在
全球 ESI 前 1%。“十四五”开局之年，学校共获得国
家基金项目 24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7
项，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 6 项，省级项目 126
项，基础研究能力显著提升。

创新平台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申
请获批“先进包装材料研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中心、国家级全国包装广告研究基地等国家级平台 2
个，获批湖南省绿色工业与城市低碳发展研究基地、
湖南省苗绣研究基地等省级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2
个，获批生物质纤维功能材料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非
金属类包装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湖南省工程实验
室、光伏微电网智能控制技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等省级自然科学平台 20个。先后创建了省级大学科
技园、省级包装专业众创空间、长株潭自创区动力产
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平台，为教师学生创新创业
提供丰沃土壤，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良性人才

“生态圈”。
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湖南

工业大学主动对接株洲市 3+3+2现代产业体系，深
度参与轨道交通、航空动力、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
积极融入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制造、包装
等多个产业链。近年来，该校制定的 2项地方技术标
准被政府采纳，校地企合作 200多项科研成果在多个
领域实现产业化应用，创造经济效益 300多亿元。

1.

2.

3.

肩负新使命
科技创新过关斩将屡创新高

2021

站在新起点
奋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2022

创新标杆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
利，人民赖之以赢。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核心技术
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关键。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这一年，株洲着力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 ，推出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车，全球首列自
动驾驶机场捷运储能式有轨电车，硬质合金技术继
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不
断涌现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并实现良好转化。为株洲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硬核力量。

2021 年，省委对株洲提出“发愤图强、重振雄
风”的工作要求。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航
空发动机涡轮盘真空粉末锻造成型技术研究”进入
全省首批“揭榜挂帅”重大项目，更多的重要科技项
目进入省技术攻关项目，各地咬定目标、因地制宜、
真抓实干，形成全面抓创新、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更是锚定了“培育制造名
城、建设幸福株洲”的奋斗目标。国家创新型城市成
功夺牌，为此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技储备还有
待加强、高端人才依然紧缺、创新主体亟须壮大，创
新生态需要更加优化，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必
须时刻警醒“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现象。

2022 年，聚焦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我市科技
工作需持续发力，以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为方向，
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引领，以培育创新主体为
关键，以集聚创新人才为支撑，强化创新主体培育，
强化核心技术攻关，真正实现“跳起来摘桃子”，增
加科研投入强度，一批优势产业项目突破技术壁垒
实现自主创新，不断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实现创新
人才汇聚，从而持续增强第一动力，全面塑造发展
新优势。

快评 咬定目标，自强自立突破科技创新

核 心 阅 读

市民参加株洲通用机场航空开放日活动。芦淞区宣传部供图

去年轨博会上，展示从双层动车组驾驶台视角看车外场景。刘震 摄

中车株机出口欧洲的多流制电力机车中车株机出口欧洲的多流制电力机车。。
中车株机宣传部供图中车株机宣传部供图

中车株所生产的风电整机中车株所生产的风电整机。。中车株所宣传部供图中车株所宣传部供图

中车株所时代电气制造中车株所时代电气制造
中心中心。。 中车株所宣传部供图中车株所宣传部供图

一年来，全市科技战线砥砺奋
进、攻坚克难，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绩，凸显了不少亮点，再
次获得省政府真抓实干激励表彰。

制图/左骏
俯瞰动力谷自主创新园俯瞰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天元区委宣传部供图天元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