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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1年底，在我省首批“技术攻
关”榜单中，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
所申报的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真空粉末锻
造成型技术研究赫然在列，也是我市第一
个省揭榜重大项目。

在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市
科技局的应用牵引及指导下，万融科技、钢
铁研究总院、清华大学经过三年合作攻关，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真空粉末锻造一次成
型工艺研究及重大装备研制已经完成前
期试验及产业化论证，即将完成大尺寸关
键设备及全套生产线的自主研制、生产。

该项目不仅能够实现粉末涡轮盘坯制
造短工艺、高品质同时明显降低产业化投资
和成本，是解决我国先进航空发动机、燃气
轮机大规模应用推广“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同时经过相关工艺验证，该技术能够支撑国
家新一代发动机高温材料及器件应用研究，
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湖南省“三高四新”专项首批“揭
榜挂帅”重大项目支持和引导下，国内相关

方向顶尖机构与团队，已经形成完善的项
目的“产学研用”团队。目前，万融科技采用
真空锻造一次成型工艺技术，已实现 160
毫米级盘坯的全致密化制备，性能已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展示了其独特的技术优势

仅2020年，我国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
市场规模达到 10亿元，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我国航空发动机装机量急剧
增长，具有更低成本的粉末涡轮盘产品无
论是在航空还是陆海、民用市场，都将产生
重大经济效益。预计未来十年，粉末涡轮盘
市场规模将超过500亿。本项目成果产业
化后，仅涡轮盘坯将年产值超过 10亿元，
带动相关下游配套超过50亿元。

眼下，清华大学、株洲新融利等创新
联合体正在研制的全新构型千吨级大型
成套装备，产品实现量产指日可待，将为
我国大型航空发动机、重型燃机新一代先
进涡轮盘的制造和重点产业大尺寸粉末
冶金特种材料提供强力保障，有望推动我
国相关产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株企组团赴深圳
参加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黄平芬） 4月 15日，第二十
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
开幕。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企业、科研
院所、重大科技平台载体相关负责人
赴深圳参加交流活动，围绕人才和项
目需求，现场对接、沟通洽谈。

当天上午，一系列株洲元素亮相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现场湖南展
厅，包含了株洲人才政策“新30条”、
株洲全国重点实验室、株洲国家产业
集群龙头企业、株洲重大科技成果、
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等。

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也是株洲
走到今天的独特基因密码。当前，株
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全力培
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为组
织此次赴深圳参加国际人才交流活
动，市科技局积极与全市相关科研机
构、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各类创新主
体对接，累计收集人才和项目合作需
求信息47条。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株洲
通过此次国际人才交流活动，集中展
示了株洲科技创新发展成果和优良
的营商生态环境，面向全球集中发布
了一批技术、人才需求信息，相信能
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关注株洲、走进株
洲、落地株洲，为建设“制造名城”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红色物业”工作在株洲推行

已有一年，但仍有诸多问题待解。

例如，有些区还没有制定“红色物

业”具体计划、方案，没有明确的

时间表、路线图，没有组织专题部

署，底数不清、数据不明，等等。

我们的干部，难道有这样忙吗？

毋容置疑，“红色物业”工作

无关 GDP，无关政绩考核和提拔

升迁。在不少干部的认知中，“物

业”无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不

痛不痒”的小事。这种认知，折射

出这群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极大漠视。这种认知，和二十

大“人民至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同

心同行，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精神

背道而驰。

毋庸置疑，“红色物业”工作

不仅事多事杂，难出成绩，更有可

能一不小心还要惹出一身麻烦。

但这些，难道就可以成为我们不

去做的理由吗？

当下，“红色物业”已经成为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

自治机制的重要工作，已经成为

解决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烦心事、

关键事的“一把利器”。

方 向 已 经 明 确 ，号 角 已 经

吹 响 ，如 果 我 们 抱 着“ 请 客 吃

饭”的态度，缺乏大无畏的革命

精 神 ，“ 红 色 物 业 ”工 作 决 不 可

能成功。

急！涡轮盘技术落后国外三十余年
喜！株洲航空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莹 卜西敏 李波

“旋转破裂试验以及全套测试，是年内一定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大家要
团结一心，克服困难，涡轮盘的样品如有异常，要立即通知我。”4月19日，在株
洲万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融科技”）实验室里，项目负责人盛利
文边了解最新的实验参数，边为团队成员加油打气。科研试验能否顺利完成，也
与项目新一代产品能否尽早实现量产直接挂钩，容不得丝毫马虎。

涡轮盘是个啥？为何让盛利文如
此“紧张”，每一项参数都要反复查
看，并与驻研博士进行讨论？

站在实验室一侧，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两
机”专项研究的大力推动，我国航发、
燃机的设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核
心材料、高端器件的产能和成本瓶颈
长期存在，尤其是最核心的高温合金
粉末涡轮盘，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研究
机构能通过热等静压方式制备小尺
寸产品，且成型设备昂贵、工艺周期
长、产能低、成本居高不下，极大地限
制了我国航空、海洋等产业发展。

航空动力作为我省重点发展的三
个世界级制造业集群之一，对于打造制
造业高地，建设制造业强省，作用极其
重大。

涡轮盘可谓航空发动机最核心
部件，尤其是涡轮盘和叶片在长时间
服役过程中，在高温燃气冲刷下维持

每分钟数万转的转速，承受着世界上
最极端的气动力、热应力以及离心力
等工况，要求相关材料及器件材料具
有高温强抗变形、抗裂纹扩展能力和
优异蠕变疲劳性能，对航空发动机的
研制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
四五”期间，国家“两机”专项研发成
果的产业化推广迫在眉睫，相关材料
器件“卡脖子”的问题亟待解决。

然而，早在 1972 年，美国就已经
开始发展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技术，
于 1984年实现大规模量产商用，1992
年再次实现了双性能粉末涡轮盘技
术的重大突破。

这项技术，关系到重点领域的发
展，是不得不迈过的鸿沟。而中美之
间的差距，足有 30余年，即便追随国
外步伐，亦不能在短时间内追上。况
且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盲目追赶毫
无意义。唯有自强，才能打破僵局，但
如何求变，成为难题！

前行的道路，必然是布满荆棘与挑战。
事情在 2014 年出现转机。彼时，

清华大学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项目原
创性成果——振荡压力与热场耦合
快速烧结技术，理论知识已然成熟，
这是在国际上由中国人首次提出并
命名的一种新的烧结技术。

该技术能够在高真空环境下，实
现动静压结合的动态粉体烧结，完成
粉末及制品高效短流程消氧和烧结
过程等温微锻造工艺，实现超纯、超
匀、大尺寸产品的粉末烧结和不同材
料的混合烧结。

理论到实践的可行性，要依托于
大量的试验论证。

面对国外设备、技术的封锁，该
团队在校内的试验研究，尽管有了眉
目，但在联系企业打造实验设备，让
试验项目早日落地时，却屡屡受拒。

“纵然理论上可行性很大，但没
有眼前效益，令很多企业望而却步，
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市科技局负
责人表示，经过多方联系，最终株洲
新融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融利”）抛去橄榄枝，与清华团队一起
发动了这场科技“革命”。

2017 年，在新融利联合实验室
里，世界首台真空振荡压力粉末烧结
装备，经过定型，正式问世，实现了

“从0到1”的突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
设备，科研团队信心十足，随着清华
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成立，进行了陶瓷等材料
的烧结试验，一个个试验产品的成
功落地。

这项在国际上由中国人首次提
出并命名的新烧结技术，在实践中
进一步得到完善，也引起了中国航
发动研所、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等部
门及企业的青睐，促动了多方的联
动合作。为此，新融利投资成立万融
科技，专注于该领域的探索、研究。

新烧结装备、技术的越发成熟，
也为加快涡轮盘的项目带来了先决
条件。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型陶瓷
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谢志鹏介绍，国内现有粉末涡轮盘，
通常采用制粉、真空释氧、热等静压
（HIP）成形+包套/热处理的工艺流
程，不仅技术工序多、品控难度大，
而且设备复杂昂贵，投资大、耗时
长、成本高。

“我们自主研发的真空振荡压

力粉末烧结装备，不仅实现了全套
设备国产化，现有真空释氧、包套、
热等静压成型等一步完成，工序时
间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也极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谢志鹏说，新装备
和技术，结合真空、等静压、锻压烧
结优点，改变原有传统静态烧结为
动态粉体烧结，加速实现多晶材料
的扩散、传质过程，提高烧结速度、
降低烧结粒径进一步提高材料的密
度、一致性等组织性能。

如今，该烧结装备不仅实现了
全参数可控的等温微锻造工艺，可
最大限度消除各类微瑕疵和大尺寸
坯体高压高温应力，提高制成品加
工及长期使用性能，更能通过高真
空环境下的烧结锻压，实现粉末及
制品高效短流程消氧，在突破现有
工艺过程关键性难点的同时大幅提
高生产效率。新的烧结装备与技术，
一跃领先国际。

该项目的意义，达到了清华科研
团队的初衷，有效促动了国内粉末高
温合金真空锻造烧结一体成型涡轮
盘产业化，大幅缩短涡轮盘成型制备
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代差。

技术封锁，发展僵局亟待破解1

峰回路转，株企抛去橄榄枝2

3 技术革新，快速缩短水平代差

揭榜挂帅，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万融科技科研人员正调试设备 记者/陈驰 摄

小区“红”起来 事情顺起来
我市部署全域推进红色物业建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

“物业无大事，但每件小事，都可能酿成大事。”
4月18日，荷塘区新桂广场·新桂都小区物业负责人宋

亮感慨。
房屋漏水、噪音扰民、邻里纠纷、文娱缺乏……居民之间

的矛盾、居民和物业的矛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物业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每天都在上演。

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演变成“带入节奏的大事”可能
性，急剧加大。

“没有权威的有公信力的机构从中斡旋，仅靠物业来解
决这些矛盾，根本行不通。”从事物业工作17年的宋亮说。

党建引领物业，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堡垒作用。株洲“红色
物业”推行一年，为破解小区冲突，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成功之路。

4月 18日，新桂都小区党群
活动室。

入党誓词、党支部名单公
示、党支部风采、党旗党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元
素，扑面而来。

二楼的“红色议事厅”是活动
室核心。争执两年之久的楼上楼下
漏水纠纷、小区停车收费问题、电
梯维修基金问题、消防通道堵塞问
题、每月一活动确定、慰问空巢老
人……小区各类“麻烦”，重大事项
都在这里得以解决和确定。

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居民代表（或当事人）
常常成为“红色议事厅”主角。

“红色议事厅内，党支部的
召集、参与，调解，产生出一种号
召力、公信力、凝聚力，以前很难
解决的难题，现在解决起来似乎
也没有那么难了……”宋亮说，
这看起来有点悬、有点奇怪。

去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红
色物业”工作，以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全面介入小区物业工作，“红
色物业”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成
功创建“红色物业”示范项目 10
个，以点带面推动物业服务和小
区治理提质升级，相关做法在全

国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研讨班予以
推介。3月上旬，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汪一光到株洲调研，对株洲“红
色物业”工作高度肯定。

“新桂都”成为我市第一批
十大“红色物业”示范小区。

“红色物业”在新桂都小区
取得的成效显而易见：乱停乱
放、乱堆乱建的现象很难看到
了，各类邻里纠纷迅速得以化解
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邻”，随
着小区活动增加成“睦邻”了。甚
至在去年抗疫全封控的那个月，
新桂都小区物业 10多个人的被
窝、食物甚至是内衣内裤，都全
部由居民捐献解决了。

亿都·新天地的“红色物业”志
愿服务队，东部美的城的社区共享
餐厅，锦绣江山的“王哥敲门”，北
大 资 源 翡 翠 公 园 的“ 情 暖 夕
阳”……“红色物业”将党建引领与
社区基层治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
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红色引
擎”激发了基层治理新活力。

从“找物业麻烦”到“有麻
烦，找物业”，从相互对立甚至仇
视到如亲友间的融洽，这就是

“传统物业”到“红色物业”引发
的巨变。

4月17日，全市“红色物业”推荐会召
开。大会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无论是新
建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都必须要用

“红色物业”管起来，不能仅创建几个示范
点，必须全面铺开，全域推进，整体提升。
不能昙花一现，必须形成长效机制，进一
步完善“组织红、队伍红、阵地红、服务红、
机制红”五红“红色物业”协同治理机制，
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明显提升，让幸福
株洲更加幸福。

大会部署了 2023 年度城市住宅小
区“红色物业”协同治理的重点任务：

加强物业服务行业党建、充分发挥
小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业主组
织建设、提升各级物业管理干部专业能
力、加强物业服务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推行“干部进小区”和“在职党员回小
区”、增强业主委员会履职能力、建好用
活小区党群服务站、营造党建引领物业
服务氛围、协同推进人居环境建设、扩
大物业服务覆盖面、提升物业服务满意
率、开展幸福邻里群众文化服务活动、
解决物业治理关键小事、健全协调领导
机制、推行“四方议事会”机制、健全多
元共治联动机制、探索建立城市物业服
务平台。

“楼梯房 0.35 元/平方米，电梯房
0.68 元/平方米。”这是芦淞区芦淞区
贺家土街道湘园小区当下的物业服
务缴费标准。

“这样的标准我们物业进驻肯定
亏本。”一物业公司负责人解释。

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周霞介绍，面
对这种情况，她们找到小区几个热心
公益，乐于奉献的党员和居民，实行

“小区自管”，实现了小区从“无人管”
到“自己管”再到“管得好”的蜕变。

贺家土街道此举，无疑是破解“红色
物业”工作推进难题的一次成功探索。

在4月17日的大会上，天元、荷塘、
芦淞、石峰区领导先后发言，“红色物
业”工作推进中的难点、痛点主要集中
在物业企业党员力量薄弱、业委会成立
率低、物业管理水平不高、维修基金监
督机制不完善、经费缺乏制约“红色物
业”创建、宣传力度小、老旧小区多推行
难、部分物业公司认识不到位等方面。

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市共有 1464 个小区。小
区党支部已建857个，未建607个。市
场化物业管理 891 个，业主自管 352
个，无人管理 134个，街道兜底 72个，
单位管理 15个。组建了业主组织 766
个，业主组织覆盖率仅有 52%，最低
地区只有12%。

“红色物业”工作推进之路，艰难
险阻注定多如牛毛。

攻坚克难，各区、各街道也纷纷出
招，试水探索：如芦淞区的小区自管、社
区代管、物业接管三模式；天元区全力
打造红色物业“主力军”，全面激活“红
细胞”，全域构建红色物业“大平台”；荷
塘区的高位推动、靶向培训、多方协同、
强化调度、示范引领举措；石峰区的业
主违约行为惩处机制，大力开展物业

“揭榜挂帅”活动。
但这些举措，也许只够解决“冰

山一角”。更多难啃的“硬骨头”，必将
需要各区、各街道、各相关部门，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因地制宜解决难题。

记者离开新桂都小区时，宋亮又
开始忙活起来：本周六是农历三月初
三，地菜煮鸡蛋是株洲人的一个传统
习俗。当天，她们将免费给小区居民
送300个“地菜鸡蛋”，这个活动，早已
列入她们“红色物业”本月活动表。

她已经尝到了“红色物业”带来
的甜头。在最近一次物业满意率民意
测评中，收上来 1400 多份调查问卷，
居民给出了97.01%的极高满意率。

“物业无大事，但小事积累多了，
也会变成大事。”宋亮说，如何解决物
业中千头万绪的“小事”，实践证明

“红色物业”是一条很好的路。

艰如何攻，难如何克？3试点回看：
从“找物业麻烦”到“有麻烦找物业”

全新部署：
每个小区，都要“红起来”

1 2

推
进
﹃
红
色
物
业
﹄
工
作
，需
要
大
无
畏
的
革
命
精
神

记者手记

4

小区正门处“红色”宣传栏物业办公室“红色”元素凸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