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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科技整机生产车间内，技

术人员正进行产品调试。

通讯员供图

一个老城区的向“新”之路
芦淞区入选湖南省第二批创新型县（市、区）建设名单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张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

芦淞区创新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是全国
创新创业百强区、全省创新驱动十强县市区。
该区一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航空、
服饰两大产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
合，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
芦淞区山河科技董事长何清华教授的创新精
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年 3月，李强总理履新
后首次出京调研，就莅临芦淞区考察航空产
业，鼓励芦淞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
备攻关。省委书记沈晓明书等省领导近期也多
次来芦淞考察，对该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给
予了充分肯定。

近年来，芦淞区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落
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对标“培
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坚持“聚焦、裂
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路，以创建省创新
型县（市、区）为抓手，努力打造具有显著特色
的省创新标杆示范县（市、区）。日前，省科技厅
发布关于湖南省第二批创新型县（市、区）建设
名单的公示，芦淞区成功入选，建设主题为“科
技支撑产业发展”。

这个人们口中常提的老城区，是如何向
“新”而行、奋楫勇进，在一众县（市、区）中脱颖
而出的呢？近日，记者走访芦淞区一探究竟。

为什么芦淞区要着力于建设创新型县市区？

芦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全区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工作，始终将创新驱动摆在首位，坚持将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人

才招引，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成效，科技创新的发展推

动了产业的发展，才有了如今的世界级中小航空发动

机产业集群和湖南省中小特色服饰产业集群。

同时，芦淞区各项科技创新指标在省市走在前列，

区内形成了较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氛围，但航空产业

仍然存在“强而不大”、服饰产业存在“大而不强”等问

题，谋求转变，就急需通过科创赋能，解决制约产业发

展的瓶颈，通过打造创新型县市区，为芦淞区产业发展

迎来“新契机”，可谓正逢其时。

A 【转变】

核心阅读

打破掣肘迎来“新契机”

眼下，我国正实施从“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跃升的智造强国战略，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引导产业领域和企业主体全面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这场技术革命，也将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

为抓住机遇，在打造“创新芦淞”的路

上，该区将重点实施五大创新行动，为产业

发展按下“加速键”。

人才集聚行动。深入实施“高精尖人才”

“双创精英人才”引培计划，重点引进航空发

动机、无人机、服饰研发设计等方面的领军

人才。支持企业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建立人

才培养合作关系，着力构建人才聚集、结构

合理、优势突出的全产业链创新人才队伍。

平台提升行动。加快推进省“四个重大

科学装置”之一的航空发动机冰风洞建设。

在绿色航空动力、服饰智能制造等领域，创

成一批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

心。力争到 2025 年，新增国省创新平台 15 个

以上。

技术攻关行动。建立主导产业关键技

术瓶颈数据库，支持企业“揭榜挂帅”，加强

“四基”攻关（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

进 基 础 工 艺 、关 键 基 础 材 料 、产 业 技 术 基

础），以“两机”重大专项为牵引，全力推进

多用途轻型运输飞机关键技术、航空发动

机异形构件精密铸造技术两个省十大技术

攻关项目建设。突破一批服饰面辅料、洗水

工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实现服饰产品的

多样化和高端化。

成果转化行动。促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推动企业与高校建立以科技成果转化为

纽带的产业创新联盟。举办科技成果对接会

等活动，吸引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对接区内产

业发展需求。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参与，为科技成果

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主体培育行动。坚持“微成长、小升高、

高变强”梯队培育，推动龙头企业孵化裂变，

加大对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奖

补 ，确 保 创 新 主 体 量 质 提 升 。力 争 到 2025

年，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170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突破 200家。

在芦淞热土上，该区正围绕产业链深化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壮大产业链，持续提升

创新能力和水平，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

图贡献芦淞力量。

提起芦淞，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航空与服饰产业。

这些年，芦淞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与其他创

建创新型县市区相比，形成了独具芦淞特色的创新优势。

芦淞区是“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六大航空工业基地之一，重点攻克的就是

中小航空发动机技术，经过 70 多年的持续攻关，中小航空发动机国内市场占有率

超过 90%。在这个领域，该区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角逐的“独苗”，同时也是全省重

点打造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

去年，中小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并被工信部纳入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对象。全国首款油电混合动力通用飞机、1000 千瓦民

用涡轴发动机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芦淞诞生，填补了国内空白。

芦淞服饰，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目前，该区拥有各类专业市场 38 个，从业

人员超过 20 万人，服饰贸易辐射 20 多个省、230 多个县市区，先后荣获全国十大

服装批发市场、中国服饰名城等称号，随着设计和制造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拥

有原创品牌 3900 多个、智能生产线 30 余条，建成了全省首家服饰行业 5G 智能工

厂。2020 年，芦淞服饰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去年，更是成为全省首批中小工业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正努力向创建国家级产业集群迈进。

两大产业因创新而强，尤其近年来，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愈发紧密。比如山河

科技生产的飞机，从第一架到 100 架用了 10 年，从第 100 架到 250 架只用了不到 2

年，加速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又如服饰产业，面对繁杂局势的冲击，得益于直播

带货、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新技术，产业规模反而突破了千亿元。

产业发展孕育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向上，正因如此，这里才有了中

国“航空芦淞”科技创新策源地、“服饰芦淞”创新与品牌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芦淞特色的形成，离不开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每

年都会专题研究科技创新工作，明确科技创新目标任务，

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了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在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上，该区持续保持全

省前列。2021 年，芦淞区全社会 R&D 投入总量 30.23 亿元，

占 GDP 比重 6.63%，高于全省平均值 4.43 个百分点，高于

全市平均值 3.61 个百分点。现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7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126 家，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18 家，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 11 个、省级创新平台 25 个，

建成芦淞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军民融合综合服务平台，

累计申请专利 1500 余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60件。

不仅如此，区内企业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 20 多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如通

用航空发动机产业技术联盟，由龙头企业中国航发南方公

司牵头，7 所高校、10 家企业与 4 家科研院所结盟，优势互

补，强强联合，以产学研战略联盟形式共同组建联合实验

室、技术研发中心等，形成完整的技术链、人才链、资金链

和服务链。

2021 年，芦淞区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实施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 8 项。2022 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27 项，在航空动

力、先进硬质合金材料等一批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实现重

大突破。

五大行动为发展再“提速”

D 【机遇】

两大名片汇聚芦淞印象 多措并举为研发打实基础

B 【特色】 C 【原因】

芦 淞 企 业

科研人员正查

看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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