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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与湖南工大合作

共建生物医药
与大健康研究中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陈飞） 9月 15日，

市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链与湖南工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将联合共建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研究中心。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市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链链长罗琼出席。

根据计划，湖南工大将发挥人才、科研、创新优势，在推动产学

研融合发展、共建创新平台、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与株洲深化对接

合作，把学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全

面实现校地、校企合作多赢。

罗琼表示，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绿色产业。双方要以此次签约为起点，树立“一家亲”的地域观、“一

体化”的发展观，形成常态化联系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协商制定生

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链各阶段发展规划、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在

发展战略咨询、研究机构共建、紧缺人才培养、创新成果转化等方

面的合作，推动更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互利互助、

合作共赢。

加快开发株洲北斗应用场景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吴洪斌) 9月 15日

至 9月 16日，市委常委、副市长、株洲经开区党工委第一书记王庭

恺率队赴北京，考察拜访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兵北斗应用研

究院和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是国家最高的计量科学研究中心，拥有

一批具有囯际先进水平、市场前景广阔的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王庭

恺与该院院长方向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初步达成将两个军民融合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户株洲北斗产业园的共识。

王庭恺向中兵北斗应用发展研究院领导和专家详细介绍株洲

的优势产业和株洲北斗产业园的发展来势。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

长赵刚表示愿与株洲在北斗应用场景开发上进行合作，做出亮点

示范场景，以点带面推动湖南省北斗规模应用发展。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株洲重仓布局，该公司

董事长王宇翔表示，株洲营商环境优越，近期计划新增无人机规模

生产基地与公司展厅，后续将不断新增项目投入。

市疾控中心再次紧急提示

非必要不跨地区旅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当前，贵

州、西藏、新疆、四川、天津、湖北、江西、广东等省份仍有本土病例

报告，且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9月

18日，市疾控中心再次发布紧急提示：为严防疫情输入，市民近期

非必要不跨地区旅行，避免前往发生疫情的地区，自觉减少聚集性

活动，提倡从简举办婚丧嫁娶。

9月 17日，湘潭市湘乡市在外省返乡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 1例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为此，9月 14日以来与湘乡市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轨迹有交集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或

所住酒店报备，主动配合做好信息登记、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等分

类防控措施。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在 9月 10日至 10月 31

日期间，免费为居民提供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请广大市民每 7天

主动完成 1次核酸检测。

疫情防控进行时

太平洋药业
连续两年获贷款贴息20万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龙楚洁

【政策依据】
《株洲经开区、云龙示范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试

行）》（株云管办发〔2021〕1号）

【政策干货】
注册并纳税在株洲经开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型企业，在株洲

市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新增贷款，可

按贷款额的 2%给予贴息，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贴息资助。

【案例】
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株洲经开区。2021年，

企业先后在株洲市农商银行、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和长沙银行株

洲市分行贷款 34笔，共计 3500多万元。2022年先后在以上三家银

行再次贷款 40笔，共计 5200多万元（含 2021年未到期的贷款）。

依据以上文件，株洲经开区国资金融办积极兑现落实政策，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2021年为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拨付 20万元

贴息资助。目前，国资金融办正在进行 2022年度上半年贷款贴息

审批，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贷款贴息金额将达到最高上限 20

万元，贴息近期将拨付到位。

详情请咨询株洲经开区国资金融办金融稳定股，联系电话

0731-28689826。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高晓
燕） 近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主办的 2022年全国企业家

活 动 日 暨 中 国 企 业 家 年 会 ，表 彰 了

2021-2022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

中车株洲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可

安榜上有名，也是此次株洲市唯一一

位获奖者。

刘可安是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百千万人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入选“万人计划”，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国家科技进步(发明)二等奖 3项、

中国专利金奖 3项。在他与经营团队的

努力下，中车株洲所实现了高质高效发

展，近两年年均营收超400亿元，全球化

经营指数达25%，位居央企前列。

这些年，刘可安与经营团队大力

推动中车株洲所在交通与能源领域构

建了从芯片到系统、再到整机的完整

技术链和产业链，发展壮大了轨道交

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半导体、智轨

电车、传感器、汽车电驱、深海装备等

产业明珠；突破国外封锁，攻克多项世

界级技术难题，自主开发国内首条 8英

寸 IGBT 芯片生产线，彻底改变了我国

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

相关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以“复兴号”为

代表的高速动车组，为我国轨道交通

装备历史性跨越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创新管理模式方面，他开展项目

制管理提升，探索数字化管理转型，促

进管理精细共享与协同高效，推动时代

电气成功登陆科创板，成功打造A+H千

亿市值平台。中车株洲所改革经验成功

入选了国务院国资委《改革样本》，在中

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获得国资委点赞，

先后获评“全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

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

“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是经

中央、国务院批准保留的评选表彰项

目，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长期组织开展，每两年举办一次。自

2010 年以来，在株洲成长且获评全国

优秀企业家的高端人才，已有伟大集

团董事长邓天骥、中车株洲电机董事

长周军军、千金集团董事长江端预、中

车株机总经理傅成骏等 12位。

累计签订69亿元订单

“宁德时代”
为何青睐“湘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肖洁） 日

前，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简称湘安）传来喜讯，

该公司成功中标金额达 12 亿元的厦门时代新能源电视

产业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这标志着自 2017 年以

来，湘安在宁德时代市场滚动经营总金额已达 69亿元。

该项目是宁德时代在厦门投建的第二个电芯厂房施

工总承包项目，建筑面积超 60万平方米，分为生产区、生

活区两大块，包含电芯厂房、模组厂房、极片车间、宿舍楼

等 20多个施工单体。

2017年，湘安从高速扩张的宁德时代新能源撕开一

道口子，成功中标一个 660万元的机电安装项目。面对甲

方对工期近乎苛刻的要求，湘安全力以赴，凭借技术优势，

很快成为宁德时代全面推广BIM技术应用的牵头单位。

“要想在新市场站稳脚跟，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是唯

一途径。”湘安相关负责人回忆，2019年 5月，湘安在时代

一汽一期厂房的竞标中，战胜了国字头企业和业主传统

承包商，以 1.98 亿元的价格成功中标；同年 9 月份，又分

别以 4.3亿元和 1.8亿元成功中标宁德时代三期北区厂房

总承包项目和时代一汽二期厂房总承包项目。

“中标厦门时代这一突破 10 亿元的订单，也是继宁

德时代旗下时代一汽市场后，成功开辟的第二个具有较

大滚动发展空间的区域，对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行业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该负责人喜不自禁说。

9月 17日，烈日炎炎，在株洲火车站西站房建设现场，工程机械轰鸣声不断，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加紧施工。

目前，西站房完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预计 9 月底完成屋面钢结构施工，11 月底完成外立面幕墙施工；高

架候车厅完成了混凝土和钢结构施工，西广场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和主体结构建设。预计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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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阳童） 9月 18日上午，茶

陵县严塘镇的中国花湖谷景区里，70

多名工人正忙着维护游乐设施，用花

卉、彩旗装点景区。连绵的青山上，嫣

红色的紫薇花、各色苗木、彩旗点缀

其中，四处洋溢着游人的欢声笑语。

很难想象，这个颇具规模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曾

经是一片荒山。

巨变，要从一个名叫刘祖治的人

说起。2008 年，严塘镇遭遇冰灾，10

万亩自然林被毁。这一幕，让从事林

业工作多年的湖南万樟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樟园林）董事长

刘祖治深感痛惜。经过深入调研，他

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把自己十余

年打拼的上亿元积蓄投到这里，植树

造林，绿化荒山，创建一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为当地农民打开就近就业创

收的大门。

10多年来，刘祖治带领团队陆续

投入资金 20 亿余元，致力发展名贵

花卉及珍贵树种产业、油茶产业、茶

叶产业、优质水果产业、旅游观光产

业，建设集红旅、农旅、文旅、茶旅、康

旅于一体的“红色+绿色”融合发展的

综合旅游景区。在他的带动下，当地

群众纷纷以山地资源、人力入股等形

式参与进来。

如今，万樟园林每年向农民支付

土地流转资金 400万元，安排当地农

民就近就业 4000 多人，支付农民劳

务工资 5000 余万元，务工农民年均

增收 1万余元。更有一些农户在刘祖

治的带动下，加入万樟园林苗木专业

合作社，办起了脐橙园、花卉苗木基

地，自己当上了老板。

今年，万樟园林还在全力建设中

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

产业园项目，大力建设年加工鲜叶 2

万余吨的茶叶加工生产线和水果、花

卉等加工生产线，形成一、二、三产全

产业链，积极促推严塘镇成为全国乡

村振兴示范镇、旅游强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再见啦，国庆节我们还会过来的。”9

月 18日下午，10多名株洲市区的小学

生，向攸县网岭镇罗家坪村村民挥手

告别，跟随家长返回株洲。研学基地

里，一幅幅乡村涂鸦墙绘栩栩如生，

摇摇桥、山地车、游览船……，生动有

趣的小课堂，令孩子们依依不舍。

“10 年前，我们村还特别穷。”该

村负责人说，2011年，当时的罗家坪、

慈头岭、杨家洲 3个村合并成新的罗

家坪村时，村里负债达 40多万元。

穷则思变。村里的党员带头、村

民响应，“致富路”越修越多、越走越

宽。有了交通运输的优势，村里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农户以田地入

股，成立村民股份合作社，建成千亩

荷花基地、稻油轮作基地等，并从广

东等地引进环保砖厂、金才逢制衣厂

等 4家企业。

三村合并后，原先的村部闲置，

村里筹措资金，将其改造成综合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

“长沙、深圳的学校都组团来村

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行情好时每

年有五六万人。”该负责人说，村集

体经济仅此一项，每年就收入 30 万

元左右。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成功，让罗

家坪村看到“钱景”。闲置资产转化持

续推进，变“废”为宝，村民的口袋也

渐渐鼓起来了。去年，该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 80 多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29800 元，先后获评“全国美丽宜居

村”“国家文明村”，成了周边艳羡的

富裕村。

◀上接01版

变化来自于株洲对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战略的深刻领会，来自于让“江水清、两岸绿、城

乡美”的不懈追求，来自于湘江保护和治理三个“三年行

动计划”的持续实施……

你可见过江河湖相连的城市公园？

株洲万丰湖公园，湖里碧波荡漾，水天一色，岸上绿草

如茵、鲜花绽放，远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这个生态水系

景观工程，种植了椰树、海枣等热带植物，1万多平方米的

沙滩让人流连忘返，为株洲市民提供了新的“洗肺”圣地。

在芦淞区神农公园附近、省直中医医院旁边，包裹在

各种建筑中，有一口面积约 1.28公顷的池塘，名曰“翠塘”，

绿叶如盖，碧波荡漾。2017年，通过河道清淤、净化水质，沿

岸建设景观绿化工程，翠塘成为都市闹中取静的好去处。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天鹅湖。政府下大力气治理，将

周边生活污水管接入箱涵，公园中心湖区水面设置水生植

物净化水质，清理湖底淤泥防渗截污堵漏等，多管齐下改善

公园水体景观，从空中俯瞰，翩翩“绿天鹅”，起舞弄“清影”。

在枫溪港，水体清幽，两侧树木郁郁葱葱，鸟鸣蝉聒

参杂其间。治理后，昔日“龙须沟”，今日清水流。

水体除黑臭，城市增景观。

2016年以来，我市按照“源头化、流域化、系统化”的

治理思路，在全市范围内梳理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33

个，总投资约 27亿元。

凿石港、建宁港、白石港、陈埠港、荷叶塘干渠、太阳

支流、桂花路水系、东司塘等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相继完

成，金山污水处理厂、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二期等污水处

理设施建成投用，源治流清的新图景照进现实。

随着水污染防治行动的持续实施，我市“一江两水”

水质持续向好。

今年上半年，我市国控断面水质综合指数改善率位

居全省第一，水质综合指数排名也从去年的全省第七位，

攀升至全省第六位，为近年来的最好成绩。

目前，湘江、洣水水质持续保持Ⅱ类，渌水水质基本达到

Ⅱ类，上半年我市31个国控、省控地表水监控断面，除渌水入

湘江口水质为Ⅲ类外，其余30个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Ⅱ类。

清水塘里清又新

湘江之滨，15.15平方公里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新”意

盎然。

行走其间，霞湾港两岸青翠，入江口白鹭成群；铜霞

路两侧原有的历史遗留渣场，治理修复后变身为小游园

和运动场。

曾经株冶、株化所在的区域，三一石油装备产业园、中国

中车“双碳”产业园、恒和工贸总部经济产业园正全新面世。

谁能想到，十年之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污染重地”。

2013年，清水塘老工业区被列为湖南省五大重点污

染整治区域之一，随后又被列为全国 21个城区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试点、全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区域之一。

2015 年底，我市出台《关于推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

成效，五年完成综合治理，十年建成新城”的工作目标。

一场轰轰烈烈的搬迁改造攻坚战就此打响。2018年

底，区域内 261家企业的工业产能全面退出。

关停企业不易，历史遗留污染治理更难：初步估算，

清水塘范围有 6600亩污染土地需修复治理，涉及需异位

治理处置的污染土壤 140万立方米。

我市先后投入 200 多亿元，进行清水塘整体搬迁改

造，同步投入近 20亿元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完成

了大湖、霞湾港等 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全国首个污

染土地修复及再开发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进展顺利，累计

修复与风险管控近 3500亩污染土地。

破旧是为了立新。新城建设，关键在兴产业。

产业如何导入？我市外强招引、内促裂变，坚持自投、

招商“两手抓”。

投资 50亿元的三一石油装备产业项目来了，其石油

压裂、钻修井自动化等能源装备生产线达产后，湖南省能

源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将因此填补。

占地 1000亩的中国中车“双碳”产业园项目来了，其

储能、新能源电驱动、新能源及工业变流器、电磁和机电

产业的落子布局，将在“十四五”末，撑起百亿产值。

紧盯本土优势产业集群，加强清水塘与田心轨道交

通装备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对接联动，襄阳电机新能源产

业园、尚驰电气新能源电驱高端产业园、希玛特变新产业

基地等 12个新兴产业项目相继落户。

三一智能机器人、光伏新能源等一批高端产业项目，

也向清水塘伸来“橄榄枝”。

告别高炉和烟囱，腾笼换鸟后的新环境、新空间和新

机遇，持续吸引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凤栖

入巢”，高端智造、科技创新、文创商贸、口岸经济四个产

业功能区雏形已显。

一个“绿色”的、新生的清水塘，见证着株洲生态环境

的变迁，也昭示着株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未来。

带领中车株洲所创新发展

刘可安获评“全国优秀企业家”

攸县网岭镇罗家坪村 负债村逆袭成富裕村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聂标 谢波 叶利娟

9月 16日，醴陵市板杉镇八步桥村

黄家坳组。阳光火辣辣炙烤，坦荡荡的

田地里，没有一块阴凉地。站在田地

里，宋许平眉间的皱纹，像田地里龟裂

的痕迹。

“我家的稻田地势相对较高，一直

都是靠天吃饭，也挖了一口水塘蓄了

水。但没想到干旱这么久，水塘都干

了。现在是晚稻抽穗的时候，再找不到

灌溉水，就会变空壳。”宋许平惆怅地

说着，目光转向 100 多米的地方，那里

有一台打井机正不断地往地下深入，

机声隆隆。

30 米、50 米、80 米……82 米处，

“嘭”的一声。一股水从地下喷涌而出，

水柱冲起好几米高。

“出水了！”“出水了！”“晚稻有救

了！”……村民们激动地奔走相告。

八步桥村有农田 3600 余亩，其中

1200 亩靠官庄灌渠灌溉，1600 亩靠磨

子石河灌溉，剩下的都是骨干山塘灌

溉。黄家坳组农田主要灌溉水源是骨

干山塘荷叶塘。现在，荷叶塘的蓄水量

已从之前的丰沛变得干涸。

村党委书记王罗平介绍，村委会

一方面联合村民共同寻找水源充沛地

点，一方面协助打井施工队寻找地势

比较开阔的地带，及时调配电源装置、

抽水泵、输水管等设备，经过 2天，打通

了这口深水井。

“一口井 4 万元，这些都是村上自

己筹资，其中抽水电费用了 2000 多元

了。”王罗平说，干旱不能等、也不能靠。

众人拾柴火焰高，办法总比困难多。

“今年全镇种植晚稻 1 万亩，中稻

1.4万亩。镇里因地制宜，采用统一调度

官庄灌区灌溉水源、打抗旱井、开发小

水源蓄水池等多种途径，确保水稻蔬菜

灌溉需求。”板杉镇党委书记易桢华说。

醴陵市水利局局长周海军介绍，

该局广大党员干部全都深入田间地

头，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水源，确

保水稻、蔬菜的基本灌溉需求；另一方

面联动镇村党员走村入户，告知村民

积极节水，尽量避免水的浪费。

醴陵市板杉镇

村民自筹资金打井抗旱

追“清”逐“绿”展新颜

我市前8个月
查处超限超载车2.5万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9月 16日，全市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进一步明晰各成员单位

职责，分析研判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下阶段工作。

我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已经完成架构、健全机制，

由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发改委等 15家成员单位组成，

通过联合执法行动、联合督导检查，1月至 8月，路警联合查处超限

超载车 25047辆，非法改装车 3863辆，非现场执法 738件；共组织

打击非法营运执法活动 3919 次，立案调查 996 起，实施经济处罚

455.4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 19 家，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照 21个，取缔

关闭 1处，提请有关部门行政拘留 2人。

副市长易湘东要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要统筹协

调各方、建立协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做

到干部在一线工作、问题在一线解决、决策在一线落实，风险隐患

在一线消除，确保工作实效，全力维护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大局

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