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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答辩选手正向评委介绍技术特点 记者/陈驰 摄

河长·在线 责任编辑：刘小波 美术编辑：邱 鹏 校对：马晴春

7月18日上午8时，在株洲市高新区
人力资源产业园，2023年湖南省创新创
业大赛株洲分赛如约而至，这是我市第八
届创新创业大赛。

经省市两级科技部门资格审查，本次
大赛共有188个项目参与“角逐”。昨日，
市科技局负责人与记者梳理了各领域内
的部分重点项目，且看株洲科技又有哪些
领域涌动创新力量。

看产业融合：强强联手谋发展

“我们对此次大赛充满自信，肯定能

斩获佳绩。”上午 9时多，在赛场一角，湖南

赛德雷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

者详细介绍了参赛项目“基于柔性化通用

平台的量产型微小卫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的初衷是解决新一代“全球卫星

互联网通信系统”微小卫星年产能缺口过

大的难题，该项目拟开展多品种卫星变批

量高效智能总装集成测试关键技术研究，

突破人机协同机械臂辅助柔顺装配、高精

度在线测量、一体化质量特性测试等关键

技术难点，研制一系列成套智能装备，满

足不同量级部件人机协同精密装配需求，

实现精度、质量特性、展开试验等一体化

测试，推动商业卫星高效组批生产模式变

革；建立生产线多维度、高保真数模，采用

基于物联网的生产线总体集成技术，实现

生产线多源数据实时采集与虚实精准映

射，开发生产线数字化管控系统，形成集

工艺设计、物流管理、制造过程管控于一

体的生产线数字化管控解决方案，支撑生

产线高质高效运行与生产运营决策。本项

目将实现 50-500kg 级别卫星 50 颗/年，通

信、光学、雷达等不同型号共线生产的能

力，相比传统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提高 40%

以上，单星生产周期缩短 80%以上，对经济

发展有着极大的促动作用。

站在一旁的株洲椭圆时空航天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则打趣，纵然参赛领域不

同，今天也是“对手”。该公司参赛项目是

“基于通导遥一体化卫星星座技术的直播

地球展示中心”，该企业是卫星应用与综

合感知解决方案服务商，基于自建并运营

的卫星星座 ——“星池计划”，实现通导

遥一体化、感知孪生一体化、空天地海一

体化，为全球用户提供具有优势的多维信

息融合数据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正在建设全球首个即时遥

感卫星星座，计划向太空发射逾 100 颗小

卫星，形成即时遥感、万物互联和导航增

强综合服务能力，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

展的坚强支撑，被誉为“星池计划”。

记者了解到，这两家来自北斗产业园

的企业，先后扎根株洲，是产业链上的兄

弟企业。两家企业的负责人感慨，株洲提

供的优势政策，只是行业发展的部分助

力，这次参赛，是为了更多业内企业了解

他们，选择株洲，形成合力，产业融合才有

利于集群做大做强。

看车用辅驱：降本降重易维护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日渐走俏，已经成为

不少消费者的购车首选。经过近十年的研

发，这次，株洲中科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

“新能源车用辅驱项目”走入大家的视线。

该公司技术总监邬泽强介绍，多年的

研发，确保了产品在安全性、集成度、轻量

化、经济性等方面领先，产品适用于液压

转向和气制动的新能源客车、中重卡和轻

卡车型，且下一代产品将进一步覆盖车辆

三电系统热管开发。

相较于传统产品，该企业的产品在少

量增加零件和功率前提下，大幅精简电气

部件及散热附件，当前可降低成本近 8%；

同类型配置下，可降重 21%至 30%；精简了

润滑和冷却易损件，失效点少；良好的温

度和转速控制，压缩机寿命大幅延长；同

时，全封闭的水冷设计，耐受度更高，且对

外部影响小，布置更简单，降低了综合维

护的成本。

看节能环保：治理重污有妙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的维护

与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技手段。这次，湖

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污染

场地治理技术”，亮相后就颇受关注。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本项目针对污染

地块修复的重大技术需求，建立了磷酸

盐、铁盐系列复配高效稳定剂的配方模

型，发明了适应于环境复杂、多介质场地

的修复装备，模组化可移动土壤修复系

统、形成了采选冶多介质污染场地全流程

精准修复技术，克服了国内技术装备对复

杂场地适应能力较差，进口技术装备成本

高昂的缺陷，提升了对多种金属稳定的效

率，实现了对有色金属采选冶多介质复杂

污染场地的高效、低成本修复；开发了复

合污染场地土壤—地下水协同原位靶向

修复技术，攻克了当前同类技术构造复

杂、维护不便、效率低下等棘手问题，实现

了对有色金属采选冶污染地块的高效、低

耗、原位土水同治的目标；开发了基于铁

氧缓释纤维膜重金属吸附材料的空间拦

截生态净化系统，阻断了污染区重金属向

水体的迁移扩散，构建了四季自维持长效

修复植物群落生态修复体系，实现了绿

色、长效生态修复。该技术对有色金属污

染地块的修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注重研发并非一朝一夕，如今，

我们的研发团队人员有 70多人，其中高级

专家 10 人。”该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他们

已累计实施环保治理项目 300 多项，修复

污染场地面积约 9.24 平方公里，修复受污

染农田 2 万余亩，治理湘江、洞庭湖、汉江

流域等水域面积约 180平方公里，设计、施

工、运营 40 多项给水排水工程，总规模超

200万吨/日，服务人口 1100万人。

看轨交涂料：产业发展添劲旅

轨道交通行业，是株洲的支柱产业之

一，正因为产业配套项目的层出不穷，确

保了其竞争力走在前列。今年，株洲市九

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

“轨道交通车辆智能化喷涂系统用水性涂

料”，为产业发展再添助力。

该公司负责人说，该项目针对轨道交

通装备专用系列涂料采用自动化输调漆

与喷涂时，存在对涂料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通过配方及工艺的

不断优化，筛选出以环氧树脂分散体—改

性聚酰胺/改性异氟尔酮二胺为主体交联

成膜物，采用多组正交试验筛选出合适的

纳米级防锈颜料及填料、防闪锈剂、防腐

蚀助剂等辅助成份，成功研制出适合轨道

交通车辆智能化喷涂使用的高耐蚀、高机

械性能及良好干燥性能水性环氧底漆。

针对轨道交通车辆用涂料对光泽、耐

候性、耐溶剂以及施工性能等的高要求，开

展了“水性丙烯酸多元醇水分散体及双组

份丙烯酸聚氨酯涂料涂装工艺研究”技术

公关，采用了羟基丙烯酸酯组合，可有效调

控涂膜固化速度，提高低温烘烤涂料的流

平性及涂膜光泽，攻克了涂装工艺参数、色

漆配方，使总体技术指标达到轨道交通车

辆用面漆相关要求，为产业链安全提供了

保障。项目具有优良的市场应用前景。

新兵与老兵“传帮带”
“答辩的时候放轻松，逻辑要清晰，语言要精练，向评委们展示项

目的研发重点和现有转化成果。”比赛期间，一个忙碌的身影，穿梭在

赛场内外，边鼓励答辩选手，边查看项目分数。

他叫龚政，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人员，这是他第 6 次参加双创

大赛，经验充足，是人们熟知的双创“老兵”。

时间回溯到 2018年，彼时的龚政还在代表企业参赛，其项目一路

突破重围，进入省决赛、国赛。次年，龚政来到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也

与双创“结缘”。

从参赛者到服务者，龚政说，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了解参赛的意

义，不仅能让企业横向对比、了解不足、提供思路，更能让企业在“朋

友圈”里寻觅新机，产生联动效应，获得投资等，可谓大有益处。

“每年的市赛结束，就到了我忙碌的时候，翻看企业名单，挨户上

门讲解政策，邀请项目负责人为申报做准备！为明年的大赛做好服务

工作。”龚政说，去年 10 月开始到今年 6 月 26 日报名截止，仅是他，就

走访了 100多家企业及高校。

在龚政身边，芦淞区科工信局工作人员张新则是认真做着记录，

她陪同芦淞企业而来，首次参与双创大赛。

“我是个‘新兵’，想要接好接力棒，当然不能偷懒。”张新说，今年 4

月，在接到双创大赛报名通知后，她就火速发到区企业微信群，并对近

20家有意向参赛的企业进行走访，梳理项目。张新说，项目获得名次，也

是对企业在领域内的认可，更易扩大企业知名度，获得合作机会。

现场，记者还看到渌口区科工信局、炎陵县科工信局的工作人

员，陪同企业人员一同参赛。也正是这些老兵与新兵，做好了传帮带

的幕后工作，让企业、高校、院所对双创大赛有了更深的了解，参赛积

极性逐年增高。

188个“双创”项目上演巅峰对决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莹 张小明

赛场花絮

优势产业在升级，新型产业正崛起
当天中午 1时，端起盒饭，评委们兴奋地讨论着本次大赛，湖南大

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术乔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第三次担

任大赛评委。

那么今年的参赛项目，与往年有何不同。彭术乔说，株洲是制造

业强市，在轨道装备和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上，他看到了产业正在迭

代升级，依旧保持着核心竞争力。更让人欣喜的是新型产业的崛起，

像首次参赛的北斗关联项目、新能源项目等，让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

科研实力与发展潜力，在招商链上再添新苗，对投资平台更有吸引

力，值得点赞。

“株洲历年来参赛成绩都不错，今年的项目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彭术乔说，祝愿今年株洲的参赛项目能在省赛、国赛再获佳绩。

评委点赞

7月 19日清晨，荷塘区红港路边的天鹅

湖绿植层叠，湖面如镜。在树下打太极，在

木制景观走廊散步，在湖边赏景，公园里游

人自得其乐。2022 年，株洲市天鹅湖整改入

选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十大典型”

案例。

荷塘区境内水体主要由白石港、建宁

港和东湖、天鹅湖以及 16座小型水库组成。

该区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按照“一县一示

范”的要求，把天鹅湖打造为区级样板，并

引导 7个乡镇（街道）打造“一乡一亮点”，辖

区水域持续向好，水清、岸绿、景美。

为提升河湖治理水平，该区印发《荷塘

区河长制工作督察制度》等六项制度，制定

“清四乱”专项行动方案，形成河道保洁工

作长效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区河长办今年

召开 6 次河长制工作调度会、成员单位会

议，联合主要成员单位对全区重大水环境

治理项目进行日常调度；推进“河长+检察

长”“河长+警长”协作机制落地见效，今年 3

月、5 月区总河长联合区检察长、警长到茶

园水库、建宁港开展巡河工作。

“河长不光要眼里有河，更得要心里有

河；不光要深入现场及时发现问题，更要迅

速圆满解决问题。”荷塘区区委常委、副区

长、区河长办主任刘定光表示，按照省、市

河长办要求，荷塘区大力推行基层河长制

标准化建设，提升河长办规格，提高河长履

职水平。

河长干什么？怎么干？该区推进河长制

工作标准化建设，配齐“一办三长两员”，明

确阵地建设“六有”，积极创建“株洲市河长

制工作标准化建设单位”。目前全区 7 个乡

镇（街道）有 5个完成创建，正在积极筹备宋

家桥街道、茨菇塘街道的创建工作。与此同

时，组织 3 次河长制工作重点环节培训，提

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各级河长严格按照

“四字诀”“三步法”“两同时”的要求落实巡

河 工 作 ，2022 年 以 来 各 级 河 长 累 计 巡 河

2282次，下发区级交办函 41个，交办问题均

已整改到位。

治水兴株，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命题，也是政治考题。
消除水污染、改善水环境，需要抓住河长制这个治水的“牛鼻子”，以“一盘棋”行动推进河长制见成

效，让老百姓享受到水清景美的生态福利，各县市区绵绵发力、久久为功。
7月上旬，全市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全市河湖面貌持续改善，洣水炎陵县水口段、

渌水醴陵市莲石段获评湖南省“美丽河湖”，炎陵县、渌口区，芦淞区分别被评为A类、B类“市级优秀”，
炎陵县河长制工作获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表扬激励。

翻开2022年我市县域河长制工作考卷，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条干货举措、一个个数据成绩，背后是
各县区的创新和实干。

炎炎夏日，学生们迎来了假期。这个时候也是溺水事故易发、多发

期。连日来，天元区河长办联合区水利局、河湖管理中心和乡镇街道开

展防溺水宣传系列活动。

天元区辖区内有湘江干流 48 公里，大小支流 60 条、水库 25 座、山

坪塘 5200余口，河流分布较广，河湖管理保护任务重。

“为了让河湖保护长治久清，我们区探索官民共治的新模式，覆盖

责任监管的真空地带。”天元区水利局局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言方

说。

2022 年，天元区委书记、区长带头巡河，全区各级河长巡河 4386

次，协调解决河湖突出问题 123 起，通过多层次跨区域协调，成功完成

群丰河道内沉船处置，省、市交办及群众反映涉水问题整改销号率达

100%。

在源头治理方面，该区投入 2.16亿元，推进 22个排口整改，完成韶

溪港、凿石港等片区 280千米管网清淤，完成 568处管网错混接及管网

缺陷修复；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疏通管网 147.65 千米，实现晴天零排

水，雨天不排污。其中，雷打石老街综合治理工程投入了 1000 万元，新

马老街雨污分流工程投入了 300万元，可彻底治理雨污混排顽疾。

在岸线管理方面，该区攻坚克难，拆除四桥底违建房屋和游乐场，

2 处历史遗留碍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获省河长办典型推介；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强力整治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查处非法捕捞问题 114

起，对非法垂钓、游泳等形成强大震摄；清理整治“四乱”问题 20起，建

成标准堤段 2070米，河道面貌焕然一新。该区紧盯水旱灾害薄弱环节，

立行立改南塘港管涌问题，争取 1.12 亿元，修复加固险工险段 5 处，整

修山塘、渠道 75 处，完成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4 座，守牢安全防线，同时

加快杨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启动三门、雷打石管网瓶颈改造，

延伸农村饮水管网 558.5千米，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坚持开门护水，该区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发动“民间河长”力量监

督管护，开展“世界水日”“最美河湖”评选等 50 余次宣传活动，发动

10000余人参与其中，推动了全民护河热潮；高标准创建河小青行动中

心，培育青少年护河力量，获评省级“优秀单位”。

官民共治，“一乡一亮点”涌现，该区打造铁篱、先锋和桃莲港等小

微水体景观，建成 9处样板河渠；盘活白鹭谷历史景观，打造株木“水美

经济”；依托万丰湖自然资源优势，创建宜居宜游市级湿地生态公园，

打造“国家水利风景区”，成为全省唯一。

7 月 12 日，芦淞区智慧河湖指挥中心，透过一面大屏幕上，23

公里外大京水库的水情、岸情尽收眼底。当工作人员点击手里的

鼠标，屏幕上又弹出湘江芦淞段的巡河场景，其中的画面和数据，

是由前线的无人机传送过来。

芦淞区重点打造和升级全覆盖可视化智慧河湖管理云平台，

利用无人机、AI算法等新设备新技术，对辖区河湖进行立体监管，

江河湖库生态环境大幅提升。

“我们将辖区所有河段及水库数据划分为 64 个网格单元，绘

制成河湖管理全景图。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可实时查看全区所

有水域信息。”芦淞区水利局局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黄永立介

绍。

通过人防+技防手段，该区 2022年推动各级河长巡河 3600人

次，协调解决问题 1200 余个；完成整治乱堆、乱占、乱种问题 10

处，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2000 余吨；投入资金 182 万元，督促

指导 35家较大畜禽养殖场完成粪污资源化设施改造，粪污资源化

综合利用率达 95.9%；联合环保部门查处水污染案件 2 件，联合区

检察院立案办理案件 1件。

该区坚持综合治理，巩固流域生态，完成老虎堤、虎形堤、华

兴堤等工程建设，全力推进枫溪港京广线—铁东路段治理工程，

为实现曲建城市防洪闭合圈全面达标打下坚实基础。在此基础

上，建立治理和管护长效机制，巩固提升老枫溪港、翠塘等 5 处黑

臭水体整治成果，完成管网普查 681.42 公里，新建、改造管网 18.7

公里；完成王塔冲、建宁新村、来园村等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及枫溪

大道、庆云山庄等合流制管网改造；推进农村无害化户用卫生厕

所改（新）建，卫生厕所普及率 99.7%。建成 4 个分散式生活污水规

范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有效管控。结合乡村振

兴、水系连通等项目，该区将幸福河湖向小微水体延伸，打造了关

口山河、白关铺河、蚕梅河等一批有地方特色、小而精的亮点幸福

河湖，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以枫溪港省级美丽河湖为依托，该区打造首个“动力党建 幸

福河湖”河长制主题公园，打造群众满意、效果突出的河湖长制宣

传阵地，建设“一驿站、一中心、一示范”（河长驿站、河小青行动中

心、河小青示范学校）。居民可以通过“一驿站、一中心、一示范”河

湖问题举报受理中心，对发现的河湖“四乱”问题进行举报投诉。

7月 7日，石峰区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工作

会议召开。记者从石峰区河长办了解到，去年该

区各级河长巡河达 5402 人次，交办解决问题 119

个，2022 年市区两级交办的 27 个问题已全部办

结，今年以来 25个上级交办和本级排查问题目前

已办结 20个。

石峰区管理的江河湖有“一江三港十三水

库”，山平塘 1579余口，如今已实现水域的长管长

治。

“以问题为导向，我们全面深入排查，切实抓

紧整改，确保问题不折不扣销号。”石峰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张志峰表示。

去年以来，该区先后完成荷叶塘干渠泵站污

水直排龙母河、亿都澜庭生活污水直排秧田湾、

云龙大道轩农府生活污水溢流、北斗大厦周边雨

污分流不彻底等问题整改，金盆岭生活污水溢流

排入白石港、红港中路田心干渠整治出现反弹等

问题正在努力整改推进中。该区抓重点区域整

治，加快湘江石峰段、白石港龙母河入河排污口

整治，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 9 个入河排污口整治

验收任务；持续推进清水塘区域治理，全面实施

重金属土壤修复，启动原株冶、株化厂区内污染

场地治理，基本完成 30 万吨遗留残渣废液处置，

建设霞湾等 4条生态景观带；霞湾港、白石港全流

域长期稳定国家Ⅱ类水质。

同时，该区抓重点流域治理，整合环保、农业

农村、公安、城管、属地镇街力量，对 2022 年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问题，开展打击湘

江一级水源保护地违法行为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对非法垂钓游泳、破坏护栏等问题进行联合巡查

执法，成效明显。市二、三水厂水源地水质符合标

准要求，地表饮用水源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

在此基础上，石峰区探索“三网”“三精”治水

新思路，水质持续向好，湘江石峰段水质持续保

持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区污水处理厂产生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

到 100%，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加上全覆盖可视化

智慧河湖监控系统，让河长制工作有名有实，有

力有效。

该区以河长制创新年为契机，做实“河长制+

产业”的融合文章，加快清水塘片区水环境和污

染土壤修复治理，推动园区企业减污降排和生产

工艺全面升级换代，“河长制+乡村振兴”借水兴

旺的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红利，让“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

治水兴株的“县域答卷”（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湘鄂 冯璐 实习生/黄芷珊

天元区：
“全”民治水 一乡一景

芦淞区：
“智”水有方 提质增效

石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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