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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日，记者走进市科技局，详
细了解了这半年，我市科创工作的进
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力
贯彻落实省市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工
作部署，我市对标省工作方案和任务目
标，编制市级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
编制“三张清单”，启动挂图作战。

完成成果转化47项

看全社会研发投入。全市 2022 年

度全社会研发（R&D）经费申报总量

达同比增长超过 8%，创历史新高；研

发人员申报总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创历史新高；规模工业企业中申报有

研 发 活 动 的 企 业 数 占 比 首 次 超 过

75%，较上年度大幅提升。

看创新主体培育。上半年，市科技

局走访调研潜力企业 800 余家，积极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开展科技

型企业培训全覆盖，完成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推荐 1254家，达到 2022年全

年入库数的 99.44%。
看科技成果转化。我市主动与科技

部高技术研究中心、中科院、清华大学、
中南大学、西安交大等开展对接和交
流，推动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制造、北斗
应用等成果转化，完成成果转化47项。
积极引进弗劳恩霍夫协会，推动国际顶
尖成果转化机构落户我市。着力推进技
术成果交易，完成7家技术型企业备案，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份数和交易额均完
成年度双过半目标。

72个项目
获省市联合基金立项

看重大项目推进。征集形成200项
的重点研发项目库，推荐申报省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 43 项。开展战略性成熟
性技术调研，凝练策划“下一代智慧地
铁”“高通流逆阻型GCT”“气悬浮压缩
机”等1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需求清单。
目前，中车株洲所“海上风电”项目已
纳入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时代新材

“特种装备用先进复合材料动力叶片”
已列入省“揭榜挂帅”重大项目榜单需
求，株硬集团“核级机械密封用硬质合
金制备技术”项目拟推荐至部省联合
计划支持等。全力争取省级区域联合
基金项目，72 个项目获得省市联合基
金立项，12 个项目获得中央引导地方
专项资金支持。

看创新平台布局。积极推进力能
实验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建
设，全力做好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
室优化重组。同时，助力推动省级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湖南工大、株齿分
别获批省级重点实验室，麦格米特、
菲斯罗克等 34 家企业分别获批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新获批 37 家。首
次开展市级校企联合实验室组建，出
台认定管理办法，推动高校与企业深
度融合。截至 5 月底，全市各类科技
创 新 平 台 达 735 家 ，其 中 国 家 级 60
家、省级 403 家。

该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市科技局
将在加快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推
进三个“全覆盖”、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聚集高端创新人才等方面持续发力，
力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年中答卷完成如何？
多项占比再创新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莹 李波

不觉间，已到年中，株洲街
头小巷的烟火气，也越发浓郁。

“制造名城”要持续发展，离
不开“智力”支撑。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市科技局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开展
“三送三解三优”行动，围绕打好
“科技创新攻坚仗”，坚持“聚焦、
裂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
路，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抓
手，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强
化服务链，着力打通创新发展薄
弱环节，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
蓝图提供科技支撑。

在上半年科技部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2
年全国城市创新能力排行榜》
《2022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
能力指数榜》中，株洲分别列第
32位、第 28位，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

【核心阅读】

星光不负赶路人！

正如博轩科技技术总监贺琼卿所说，创新

总是在沉默后爆发。2019 年，经研发与整合，博

轩科技的两款原型机问世，彻底改变了公司原

有的经营思路。

拿出两台原型机，贺琼卿介绍，这款代号

为“匪眦”的博轩网安便携漏扫工具箱，可全方

位为客户的设备进行“排毒”，好似家中漏水，

第一时间能发现漏点，匹配解决方案；而代号

“椒图”的博轩网运远程便携式工具箱，则可以

为客户设备提供全面保护，“椒图”设置了 24

小时的检测响应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启

动应急机制，提醒运维人员远程处理。

与传统等保解决方案相比，博轩等保解决

方案巧妙融合了传统等保所需配置，拥有了完

备的安全产品体系，能够覆盖等保三级安全需

求，实现了从多战式服务到一站式服务的蜕

变，在降低时间、金钱、人力成本的同时，通过

了测评。

在研发过程中，博轩科技还取得了 18 项

软著及 1 项专利，多次在行业“比武”中名列

前茅。

经过这几年的更新迭代，“匪眦”与“椒图”

的功能越发完善，而新产品也在紧密进行中，

与时代共同进步，研发的脚步永不停歇，正是

博轩科技一步步迈向行业巅峰的制胜因素。

两款机型为企业开辟“新路”

贺琼卿介绍两款原型机。 记者/陈驰 摄

博轩科技：
在研发中迈向行业“高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嘟、嘟、嘟……”6 月 12 日上午 9 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在湖南博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轩科

技”）办公室响起，该公司负责人拿起电话，原来是湘潭一企业

因网络安全问题受扰，急需技术员上门协助。这样的电话，每

个月里，博轩科技都能接到数次。

落户田心高科园后，博轩科技就从一家默默无闻的网安

企业，成长为如今行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依靠自身持续

不断的研发与整合，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逐浪前行。

全力研发立志改变现状

2022 年株洲市“建宁杯”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攻击团队二

等奖、“网安湘潭”2022 年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攻击队一等奖、

株洲市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走向博轩科

技研发室时，沿途的荣誉墙吸人眼球，也体现了博轩科技强劲

的科研实力。

谈及公司的成长史，该公司负责人说，2016 年，选择来到

株洲，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发展环境与潜力。自成立之初，博轩

科技一直深耕于网络空间安全市场，为政府、企业、教育单位

等用户提供全面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主营业务为网络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等产品设备销售，是一家

集软件开发、网络安全技术等专业服务为一体的高新企

业。”该负责人表示，成立之初，他们也受困于传统等保解决

方案，熟知网安的人群知晓，传统模式依靠大量的人力财

力，硬件设施繁杂，消耗时间成本。革新，已经是行业内急需

解决的难题！

如何求变，是摆在博轩科技眼前，迫切解决的难题！

破釜沉舟，营业之初，他们就将不低于 7%的盈利用于研

发，相邀专业人才进行整合。研发室是博轩科技的核心部门，

经过时间的累积，博轩科技凝聚了一批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

管理和技术人才，现拥有注册信息安全管理人员(CISO)2 名、

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CISE) 2名、注册高级软件工程师 1名、

注册网络工程师多名，近 30名员工中，研发人才占到 7成。

2017 年初，博轩科技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势必要改变

现状，找寻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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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一提起城建档案，人们总会把它和内部、机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很难想
象会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城建档案依然被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久前，国际档案日，市城建档案馆举办“株洲·城市记忆”老照片展览活动，精选出上
百张珍贵老照片及文字资料，向市民朋友沉浸式呈现株洲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城建档案是历史进程的真实记录。大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发展，小到每一位普通
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都被真实、完整地保存在档案里。而株洲市城建档案馆
里都存放着哪些档案？市民朋友们应该如何利用？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我市城建档案馆。

2. 城建档案里有回忆
70 多年间，株洲城区发生了哪些变化？很多

人脑海里会浮现出过去和现在的一幕幕。

翻看这些或泛黄的档案和照片，株洲城数十

年间的变化一目了然，道路从狭窄泥泞变得宽阔

平整，原来的棚户区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小区，湘江

河上有了八座大桥……

听说有个“株洲城市记忆”老照片展，73岁的老

株洲张剑萍特地来看了看。

站在上世纪 60年代贺家土片区的老照片前，

他的思绪也回到了当年。“别说五桥，一桥都还没

修。”他还记得以前的贺家土，除了几家大厂子，还

有一个奔龙公园（现神农公园）。

从老照片上看，最多的就是低矮陈旧的红砖

房，“这些大多数是工人宿舍，也有一些是办公

楼。”张剑萍指着照片介绍到，因为当时他就住在

原麻纺厂附近，后因新建芦淞大桥，他家那一片变

成了高层小区。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株洲城市样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次展览汇集百余幅株洲

城区的珍贵老照片，展现了株洲从不起眼的江边小

镇到共和国第一批重点工业城市，活跃着田心电力

机车、南方航空、株冶、株化的身影，从建设路、新华

路一横一纵的东区一枝独秀，到渡口架天桥、一江

两岸组团发展，呈现了株洲城市的涅槃与蝶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城建档案馆前期，

馆藏城建老照片并不完整，各建设方也没有移交

城建档案的意识。为了增加档案馆馆藏量，今年 4

月，特地面向全市征集了一批反映株洲城市建设

领域发展变化的各类老照片。现在有了广大市民

的支持，馆藏档案也逐渐丰富。

“如今株洲变化太大了，我都有点不认得了，

还好有这些老照片记录了它当年的样子。”张剑萍

感叹道。看着城建档案中的一张张照片，历经沧桑

却仍在不断前进的株洲让人惊叹不已。

城市脚步藏在光影里
市城建档案馆近80万卷馆藏向市民开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上世纪 60年代贺家土生活区。

1. 株洲最早的“自画像”
走进市城建档案馆的库房，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铁质档案密

集柜，书香和樟脑的气味随之扑

鼻而来。

作为我市建设行业唯一的专

业档案馆——现馆藏档案涵盖工

业建筑、人防、消防、工程设计、城

市规划、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地

下管线等十八大类档案。

“档案都很珍贵，所以这里面

冬暖夏凉恒温恒湿。”市城建档案

馆副馆长邓哲介绍，一排排档案

柜中储藏的是 80万余卷城建文字

资料和 35万余张关于株洲城市的

照片，城区内大部分建筑都能在

档案馆内“追本溯源”。

随后，他打开中间的一排档案

柜，拿出了一张馆藏珍贵的株洲“自

画像”——株洲初步规划图。该图手

绘于1956年，从泛黄的图纸上看去，

当时的株洲城区规划已具雏形。

根据规划图标注，1956 年的

株洲规划已经东至四三〇厂，西

抵长江广场（现），北通田心，南连

建宁港，另地处东南一隅的三三

一厂也有记录。

该规划图融合了当时中苏两

国专家的建议，从株洲的地形、地

貌、水文、交通、资源等方面的实

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城市近远期

发展规划与功能分区。最终才形

成了这张株洲城市规划的蓝本。

记者注意到，该图展开面积

约 5 平方米，每次翻阅需两人协

力，实属不便。“体积太大，当时没

有合适的仪器翻拍，最后只得运

用无人机进行翻拍处理，方便后

来电子观阅。”邓哲解释道。

据介绍，目前城建档案馆馆

藏档案已实现数字化呈现，公众

想查询城建档案，在档案馆电脑

上就可进行智能化查阅。

用“活”用好城建档案3.
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档

案信息化管理在城市建设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市

城建档案馆先后开发建设了城建

档案、声像档案、地下管线、市政

基础设施等管理系统，其中，地

下管线数字化管理成为省内甚

至全国的示范性项目，省内及国

内几十个城市来株洲交流学习。

2012 年，市住建局颇具前瞻

性地牵头组织完成了包括背街小

巷在内的城区主、次干道综合管

线普查建库和应用系统建设，这

比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加强城

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

见》文件时间早了整整 3 年。后续

每年政府安排专项经费开展新、

改、扩建地下管线修补测，实现对

普查成果的动态管理，确保了数

据的现实性和完整性。

因我市先行先试，并取得了

良好效果，省住建厅还以《株洲市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技术规程》为

蓝本，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

善，编制了《湖南省城市地下管线

普查及信息系统建设规范》。

“截至目前‘株洲市综合管线

信息管理系统’累计入库地下管

线长度 11263公里，建立了地下管

线部门联动机制，实现地下管线

资源的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城市

功能。”市城建档案馆馆长姚军辉

介绍，平均每年为社会各界提供

管线图纸 600多张。

城 建 档 案 是 直 接 形 成 于 城

市建设活动的原始记录，留存的是

一座城市的历史和记忆，而城建

档案的价值体正在被利用的过

程中。

姚军辉表示，城建档案的开

发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将继续

加大城建档案资源的开发力度，

强化城建档案馆功能建设，持续

创新服务模式，充分展现城建档

案价值，收集、保管、利用好城建

档案这个城市建设信息资源的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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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60年代的芦淞桥。 市城建档案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