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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通讯员/凌小娜

说起碳化硅，大家也许会觉得陌
生。但在我们熟知的电动汽车和 5G通
信中，它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碳化硅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
材料。但因其技术壁垒高，长期被国外
企业所垄断，一直是被“卡脖子”的关
键材料之一，为突破技术壁垒，湖南德
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智新
材）董事长柴攀和他的团队，花费 6年
时间，建立国内第一条制备半导体用
碳化硅涂层石墨制品的产线，今年，产
能达到 10 亿元的新产线，也即将建
成，解决了国内芯片制造环节此类重
点材料“卡脖子”的现状。

厚积薄发
6年磨一剑，解决国内芯片

制造碳化硅材料“卡脖子”的现状
从长期依赖进口、被国外“卡脖

子”，到掌握批量生产技术、实现自主供
应，近年来，中国的碳化硅研制与生产
成效卓著。位于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内的
德智新材，就是这样一家在碳化硅材料
的研发上，披荆斩棘，不断突破的企业。

“2017 年，德智新材成立，刚开始
只有 10 多人的团队，包含 3 个年轻的
博士，开启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
漫长研发之路。”柴攀告诉记者，作为
一个研发型的科技企业，做的是高要
求、高门槛、高标准的产品研发，短期
内看不到效果，也不会产生经济效益，
一定得靠时间来沉淀。

碳化硅材料作为成熟的半导体材
料，具有耐高温、大功率、高频等天然
优势，过去，这个材料，国内企业都是

从国外购买。
经过前期的周密调研，柴攀和他的

团队认定，CVD碳化硅在工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在工业领域打拼多年的柴攀深
知，新材料投资最大的风险是被替代。
所以，柴攀坚定地把产品定位在其他企
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越的 CVD碳化硅
的研发和生产上，实现国产替代。后
来，德智新材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CVD
技术制备先进SiC涂层的科技型企业。

要在半导体业打拼，一出手就要打
世界级、全球性的战争。创业失败的可
能性很大，内心深处的压力无处不在。
虽然柴攀和他的团队，早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但过程的艰辛，仍超乎他的想象。
柴攀仍清晰地记得，2019年底，德智新
材的设备扩充后，研发团队开始实验。

“投入一两百万元，全部打了水
漂，而且连水花都没有看到。”在历经
迷惘、焦虑过后，柴攀又感到一丝欣
慰。这个由一群年轻人组建的研发团
队，他们的骨子里，有理想、情怀、梦
想，想在半导体这个领域，打破国外的
垄断，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
手中，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一次失
败，根本不会动摇他们心中的信念。

柴攀打了一个比方：碳化硅精密
度要求非常高，要在正负 2.5 微米以
内，当时“抄作业”的地方都没有，唯有
不停的投入，不断的实验，反反复复，
靠工艺、靠技术，一步步去突破。

柴攀说，公司的研发人员，每天都
很辛苦，灰头土脸，整天跟设备，跟数
字打交道，不是盯在现场，就是在实验
室，在不断的重复过程中去找到规律。

好在，希望的曙光就在前方。4年
后，国内第一条全产线制备半导体用
碳化硅涂层石墨制品的产线在德智新

材建成，实现年产能 1.5 亿元，满足各
类半导体外延工艺需求，替代进口产
品，解决国内芯片制造环节此类重点
材料“卡脖子”的现状。

直挂云帆
建成10亿元产能的碳化硅新

生产线，走好高端材料国产化之路
投资 2.5亿元，占地面积 60亩。近

日，记者在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内，看到
德智新材自建的新厂房，第一期，即将
全面封顶，下半年将搬入新厂房，新的
生产线能实现 10亿元产能。

柴攀回忆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感
叹每一步都不容易。这个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从公司落

地，到项目申报；从融资到扩产，动力
谷双创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保姆式’服
务。”柴攀说，动力谷双创中心就见证
了德智从十几个人的团队，一台机器，
到现在自建厂房，成为有影响力企业
的发展历程。

学习，创新，立德，汇智是德智的
企业文化。对于“创新”，柴攀深有感
触。“我们是一个研发型的科技企业，
永远要保持学习的心态，创新更是一
个长期行为，始终坚持创新为本，才拥
有最强的生命力。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柴攀说，未
来，他们坚定走好高端材料国产化之路，
永葆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为抢占“技
术”制高点，为“国之大者”贡献力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杨霞） 4月 24日，株洲经开区龙头
铺街道龙升社区五保户唐丙辉在志愿者唐
育新、言凯的全程接送和陪同下，顺利接种
了第一剂次新冠疫苗。

为全力构建全民免疫屏障，有效阻断
新冠病毒传播，连日来，龙头铺街道多措
并举，积极开展 60岁以上老年人群接种新
冠疫苗工作，确保符合接种条件的老人应
接尽接。街道所辖各社区组建志愿者服务
队伍，逐一上户走访摸排，耐心解释疫苗
禁忌的主要情形，消除顾虑。社区志愿者
还用自己的“爱心专车”将他们送到接种
点，帮助老人完成疫苗接种，留观结束后
又护送他们回家。

4 月 26 日上午，龙兴社区工作人员李

佳雪和社区医生周伟荣来到 91 岁老人凌
庆英家中，为老人做接种前身体检查，检查
结果符合接种疫苗标准，凌庆英老人悬着
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表示将尽快接种疫
苗。考虑到老人们高龄、疾病或行动不便等
实际困难，龙头铺街道联合龙头铺卫生院，
安排社区医生开展“敲门行动”，上户为老年
人们做接种前身体检查，详细询问老人的常
用药及近期身体状况，耐心普及 60岁以上
老人接种新冠疫苗的安全知识，打消顾虑。
对有特殊疾病，如血压高、血糖高的老年
人，提醒他们按时用药，待身体状况稳定后
再进行接种。

截至目前，该街道已有 2253 名 60 岁
以上老年人完成第一剂次新冠疫苗接种，
接种覆盖率达 85.7%。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旷昆红
王娜 通讯员/宋婷） 近日，我市表彰了
2021年“放管服”“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
先进单位，天元区荣获“2021年度政务服务
大厅管理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2021年以来，天元区累计梳理发布“一
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 296项，设立企业开
办“一窗通办”专窗，将企业开办必需环节
办理时限压缩到 1个工作日，推广使用“长
株潭一体化跨域通办”业务系统，71项实现

“跨域通办”；主动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
体提供导办、帮办、代办、延时办、预约办、
上门办服务，全年共开展延时服务 400 余
次、上门服务30余次，绿色通道服务22次，

免费邮寄1018次。
“帮代办”服务产业项目建设。去年，

该区对园区产业项目和重大招商项目在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
许可及竣工验收”四个审批阶段，实施“指
定代办、部门快办、联合督办”，累计代办
企业项目 265 个，其中工商注册 159 个、报
建代办 106 个，代办审批事项 1000 余项，
打造了“德智新材 24 小时拿四证”等一批
标杆项目。

“一站式”“零距离”服务产业园区。去年，
天元区在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建分厅，为园区
企业提供企业开办、人才落户、产业政策兑
现等，共进驻事项352项。

天元区获全市政务服务大厅
管理建设先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杨如 通
讯员/黄英 张向前） 天元区群丰镇江璜
社区的特困供养人员罗友池，今年 59 岁，
独居在破旧的安居平房内。4月 26日，群丰
镇志愿者和社工来到罗友池家里，了解到
相关情况后，开展了精准的帮扶计划。

罗友池，有二级肢体残疾，每天的生活用
水，需要从屋前的水井中挑回来，去水井的路
崎岖不平，对于腿脚不便的他，更是难上加
难。罗友池的经济收入，只有特困供养补贴，
为补贴家用，他种植了一些蔬菜和果树，但行
动不便，这些农产品的销路也成问题。

“先发动社区爱心人士相助，解决用水
问题，然后再为他的农产品找到销路。”江璜
社区志愿者王水松说。从关爱困境儿童，到

了解村民看病就医情况；从考察特困供养人
员住房条件，再到慰问困难群众……近日，
群丰镇社工站的社工和志愿者，针对辖区内
的困难群众开展大走访，并主动链接企业资
源，发动爱心企业、社会力量、热心居民，对
群丰镇辖区内的困难群众进行精准帮扶，采
用“社区发现，社工了解情况，志愿者实施”
的方法，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群丰镇佩香日杂电器商行的店主王佩
香愿意捐赠一套生活供水设备；株洲市万
盛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向群丰镇困难群众
捐赠了2万元现金以及米、面、油等物资；株
洲市万盛硬质合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刘
利华和社工、志愿者们一起上门慰问特困
供养人员，还给群丰镇敬老院送去慰问品。

精准扶贫帮困，群丰镇志愿者在行动

龙头铺街道老年人疫苗接种
覆盖率达85.7%德智新材董事长柴攀：

国产碳化硅材料开拓者

德智新材董事长柴攀在给记者介绍公司产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高晓燕
通讯员/李翔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他就能剪出
首车下线、帅气复兴号……近日，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退休员工李映
明，被评为“湖南好人”。

几十年如一日，李映明以刀代笔，
刻画时代脉络、工业发展和公司变革，
先后创作了《电力机车出厂》《青年良
师》《韶山 6 型 新车试运》《株机人的
梦》《雪域长龙》等作品……用一双巧
手将电力机车摇篮的故事制成剪影，
挂满时光的长廊。

翻阅他的剪艺作品，好似在捧读
我国电力机车的发展史。

初心：第一幅剪纸作品
——《电力机车出厂》

“一把刻刀、一腔热情、一份执着”
是李映明一生的写照。

1958年，李映明跟随铁路大军，来
到了中国电力机车的发源地——株洲
电力机车工厂，成了一名光荣的铁路
工人。那一年，恰逢我国首台电力机车
研制成功。

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满面笑容的
一线工人推着装满废铁的车子送到回
收车间，后面是挂着大红绸花的新车。

这个场景，深深地刻在了彼时那
个 18岁少年的脑海。

以此，他创作了人生第一张剪纸
作品《电力机车出厂》，生动再现当时
欢欣鼓舞的动人场面，时任株洲市委
副书记的李致远在作品旁挥笔写下

“巧夺天工”四个大字。这给了李映明
莫大的鼓舞，他剪纸的兴趣在那时开
始生根、发芽……

匠心：“随便搞一下就不
搞，要搞就搞好！”

生于农村、成长于工厂，李映明的
作品取材于最生动的一线。

在忙碌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常常
用手中的笔、剪、纸，记录工人们的劳
动。他的剪纸作品中，有电机侧检、配
电柜检修、锯木下料的场景，也有供水
员、电焊工、嵌线女工的身影……

“一幅作品反复推敲，为运用剪纸
阴阳协调逼真地展现人物形象，常常
要画出几种造型，还让我们提建议。”
同为中车株机员工的女儿李伟静说。
李映明并不会用电脑和先进技术，所
有稿件成型全部来源于他的笔和刀。

有时，李伟静怕父亲太辛苦，会建
议如果不是很要紧，就随便搞一搞嘛。
而李映明一定会对女儿生气：“随便搞
一下就不搞，要搞就搞好！”

公司八十年厂庆之际，李映明在庆
典前便提前创作好了作品《鼓动株机》。
有趣的是，庆典当日喜庆恢弘的场面和
他创作的剪纸画面竟不谋而合！

八面大鼓恢弘激越，八台电力机
车风驰电掣……

一位外国友人观看展览时，见薄纸
一张刻画了这么多图案，感到不可思
议，听到对于作品内涵的解说更是瞠目
结舌，感叹：“太太太……不可思议！”

丹心：“机车，是我所有
创作灵感来源！”

1998年，李映明退休后，时常在女
儿耳边念叨：“公司又有什么新产品下
线？”“公司有什么新动态？”“拍点公司
新车型，拍点工人劳动的场景。”

中车株机公司见证着他过往最蓬
勃的青春，亦承载着他如今最深的牵挂。

在女儿李伟静看来，父亲的心思
都在公司和铁路装备的发展上。正如
李映明自己所言：“机车，是我所有创

作灵感来源！”
退休多年，他依然想用自己的方

式为公司发挥余热，做出贡献。去年，
复兴号驶上高原。他创作了作品《雪域
长龙》，列车奔驰在雪域高原，布达拉
宫祥云环绕。

李映明的退休生活几乎被剪纸填
满。对剪纸艺术追求完美的他，自己的
生活却极尽朴素节俭。

爱心：父女同心做公益
李伟静说，父亲说他一生的遗憾，

是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富。
但她心里清楚，其实父亲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只图奉献不求回报的气
度，就是留给她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或
浓密细致或粗旷磅礴的线条组合，是
父亲写下的最美诗篇。

5年前，李伟静对父亲的剪纸事业
还不像现在这般上心。直至有一天，她
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步履有些许蹒
跚，佝偻着身体扛着七八轴长卷，正往
一辆公交车上赶。

她知道父亲一定是去推广剪纸艺
术。同时，她又自愧于并未真正理解过
父亲，让父亲孤身一人踏上这条弘扬
艺术的路。于是，她决定用时下更有效
的方法去助父亲一臂之力。

在李伟静的积极推动和株洲市民
协的大力支持下，株洲市民协剪纸专
业委员会成立，更多的民间剪纸爱好
者加入了他们的队列。

在李伟静与剪纸深入接触的日子
里，她愈发了解到剪纸艺术的博大精
深，自己也已经打心底爱上了剪纸艺
术。他们创办的剪纸工作室，吸引了一
波又一波的学生。

父女同心，一起做公益。株洲市许
多小学、社区都留下了父女教学的足
迹。他们的学生，累计已有上万人。

李伟静还把剪纸作品印成了抱
枕、杯垫、环保袋、明信片等，用更加新
颖时尚的形式，对传统艺术加以创新、
包装与传承。

“我将接过父亲这沉甸甸的接力
棒。”李伟静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文钦） 看到学生乱摆放自行车，
影响市容环境还带来安全隐患，天元区
雷打石镇伞铺村村民祝水清花费 3万多
元，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一个爱心车棚，
免费供孩子们停放自行车。

雷打石镇中学的学生多骑自行车上
下学。因为学校车棚区域有限，不少学生
便把自行车停在校外的马路上，东倒西

歪不美观的同时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祝水清亲眼见到好几起学生停自行
车时险被小车撞倒的事件后，就盘算着
为孩子们建一个爱心车棚。去年底，她先
花费了两万多元搭建了钢棚，又花了近
万元对院子进行美化，并加固了地面和
新装了大门。

如今，爱心车棚每天至少可容纳 60
辆学生的自行车入内停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易楚曈）
4 月 28 日，记者针对城区医院周边进行
走访，一些医院的卫生与文明创建工作
可圈可点，但表现参差不齐，仍存在一些
问题。

卫生与文明：
各家医院参差不齐

当天上午，记者先后来到市三医院、
市二医院、市中心医院田心分院和省直
中医医院，各医院门诊、住院部走廊和卫
生间很好，一尘不染，就诊和入院沿线走
廊均贴有文明劝导标语。

然而，在株洲新兴医院，不仅院门诊
处无文明劝导标语，而且大楼外垃圾多，
零星洒有卫生纸、槟榔渣、烟头等污物。

省直中医医院与市三医院部分建筑
处于施工状态，但二者处理建筑垃圾的
方式迥然不同；省直中医医院施工建筑
外墙包裹着围栏，且建筑垃圾集中囤放
并进行了遮挡；而市三医院的建筑废弃
物则堆砌在角落，施工区有积水。

不文明共性：
车辆违停层出不穷

省直中医医院和市三医院的门诊大
楼均有物业人员负责院内车辆泊车指
引，但是市三医院康心楼门前，车辆违停
和摆摊乱象同时存在。

省直中医医院和市二医院周边道
路，车辆违停现象严重。市二医院门诊
处，道路设有禁停标识，门诊楼有空余停
车位，但的士、私家车宁愿占道也不愿规
范停车。

株洲新兴医院门前违章停靠数辆摩
的，院内就诊车辆更是将消防通道堵住。

各医院周边的人行道违停占道现象
也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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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 3万多改造院子 只
为保障孩子们安全

爱心车棚 温暖守护

城区部分医院
及周边停车乱、卫生差

新兴医院内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楚曈 摄

高新区动力谷双创中心·株洲日报社 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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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发展，创业赢得未来。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大

力弘扬创新创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走深、走实，让企业家和创新型
人才在“发愤图强、重振雄风”中彰显担当和作为，从今日起，株洲日报社
联合株洲高新区动力谷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推出“培育制造名城·聚焦创
新创业之星”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