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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沈杰 贺莹

入冬以来，株洲双塘农业有限公司工人们

在流水线上忙碌，技术人员则奔赴各地指导安

装。11月 26日，看着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公司

负责人林立长舒一口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前几天，该公司顺利拿到了一笔 300 万元

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解了公司流动资金紧张

的燃眉之急。

主动出击，助企业打破发展“瓶颈”
这 300 万元贷款从何而来？还得从市科技

局的一次走访活动说起。林立说，公司是温室

大棚领域的“新军”，去年才实现规模化达产，

但供暖技术已经获得多个客户认可。

今年 9月以来，该公司订单急剧增加，虽是

喜事，却让林立等管理人员犯了愁。由于缺少

设备作抵押，厂房又是租赁来的，公司面临无

法贷款、流动资金短缺的窘况。

11 月初，市科技局负责人在走访中听到企

业“诉苦”后，立即向他们宣传享受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的相关政策，并联系中国银行株洲市分

行金融专家进行“一对一”指导和上门服务。短

短 10 多天，该公司就获得了 300 万元的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资金紧张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同样受益的，还有湖南利德电子浆料股份

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从事电子浆料研发生

产，凭借其高科技含量的生产技术，在最短时

间内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在发展的关键阶段拿到这笔资金，对我

们保持技术领先、扩大规模起了很大的作用。

相比其他融资渠道，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更方便

快捷、更划算。”公司负责人坦言，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不仅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执行的基准利

率也比一般的纯信用贷款利率要低，这笔资

金，已经投放到研发部门，用于新技术、新产品

研发。

政策扶持，为创新注入资本“活水”
不仅如此，在 9 月底的“政策惠企、同心帮

企”工作推进会上，中建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

仁仁洁环境清洁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湘瓷科艺

有限公司等 12 家科技型企业，与建行、邮储银

行等驻株金融机构，签订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

贷款授信合约，总金额为 1.175亿元。

就在今年 7 月初，我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仅为 3 亿元。而 11 月 30 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

悉，全市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已达 14亿

元，支持科技型企业达 420 余家，排名全省第

二，切实为科技型企业创新注入资本“活水”。

那么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工作，在

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专题研究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工作，明确了扩大风险补偿资金池、加强部

门协作、优化服务支持等具体举措，全力支持

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6 月起，市科技局联系 8 家合作银行，在各

县市区开展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政策解读，20 多

场推进交流会依次召开，近 300 家科技型企业

积极参与，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推进工作密集且

高效。

“推动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是金融支持科

技创新、助力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举

措。通过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进一步引导和提

升企业往高端走的创新意识，也为企业提供了

快捷有效的科技金融支撑。”市科技局负责人

介绍，我市范围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均自动纳入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白名单”，企业可自主选择合作银行申请纯信

用贷款，贷款利率参考放款日最近一期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据悉，为提升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知晓

率、覆盖率、获贷率，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储备

一批、培育一批、入库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

路径，落实重点企业“一企一档”工作机制，加

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基础工作，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积极推动科技型

企业申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为科技型企业快

速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
莹） 11 月 27 日，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形象

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揭晓“2023 中国企业国

际形象建设案例征集活动”评选结果。中国中

车“坐着火车看世界”品牌活动三次上榜，其

中，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售后服务员工

魏功益的故事案例 《海外十余年 守护“中国

造”》，获评“筑梦人物故事类优秀案例”，并

荣膺“十大优秀案例”。

本届论坛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国资委、全

国工商联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国

际传播发展中心承办，从来自中央企业、地方国

企及民营企业报送的 251 个有效案例中，遴选出

四类专项优秀案例共 40 个，并在此基础上评选

出“十大优秀案例”。

据悉，《海外十余年 守护“中国造”》讲述了

魏功益驻外 10 多年来，成长为身兼现场项目管

理、翻译、技术人员、培训师的“多面手”，参与多

个轨道交通项目，带出 30 多名“洋徒弟”，获土耳

其总统点赞的故事。

该 故 事 被 人 民 日 报 、CCTV1、CCTV4、

CCTV13、CGTN，以及《今日中国》土耳其文版、

土 耳 其 NTV 电 视 台 等 采 用 报 道 。9 月 27 日 ，

CCTV《朝闻天下》“丝路故事”系列推出《守护列

车 我们在土耳其共同成长》专题报道。

同时，《坐着火车看世界 持续擦亮国家名

片》获“国际传播创新类优秀案例”。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国中车组织实施“坐着

火车看世界”品牌活动，传播覆盖亚欧非美四洲

十国，行进式展现了中国高端装备的硬实力、软

实力、暖实力，讲述了关于梦想与友谊的温暖故

事，收获了全球媒体亿次级曝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我参赛的项

目是重载列车自动驾驶系统……”11月29日，记者

跟随市科技局负责人来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虽是中午，智能驾驶技术部霍晟正修

改着PTT，为答辩做好准备，对于即将到来的第十

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轨道交通产业技术创新专

业赛半决赛，霍晟表示有信心为株洲斩获荣誉。

重载铁路，作为国际公认的大宗货物最经济

的运输方式，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相比高

铁，重载列车自身编组长、载重大，在运行过程中

受力非常复杂，导致重载列车的操纵是一项难度

极高的技术活，全国 2 万吨重载司机仅 1000 名，

高水平司机更是凤毛麟角。

如何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操纵难度问题呢？

从 2014 年开始，霍晟与同事就开展了基础技术

研究，然后公司依据在列车控制、信号、仿真、感

知等多专业优势，结合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设计

了这款自动驾驶系统。

“在功能上，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载系统与地

面协同，可实现重载列车，在站段调车、正线运行

等场景下的列车自动运行。”霍晟表示，系统硬件

是基于 SIL4级的安全计算机平台进行开发，软件

通过了国内首个系统 SIL2级安全认证，确保系统

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其高达 99%的操纵率，不仅

让司机的工作更轻松，更可以降低司机的技能水

平要求，让列车运行更平稳更安全。

目前，该产品已在 11 种车型上装车运用，总

数量突破 100 列，安全运用总里程达 230 多万公

里，总体市场规模有望超千亿元，为我国智能化

技术赋能重载运输提供了有力保障。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开展企业

个性化科技创新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解决困难与

问题。11 月 24 日，芦淞区副区长、科技专家服务

团团长张勇带领湖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相关专

家，赴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企

业发展降本增效、融资化债、人才培养和校企合

作等事项进行调研座谈。

现场，新芦淞集团董事长刘华钢就公司发展

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作为区属国有企业，该集

团主要负责芦淞区航空城和服饰城片区基础设

施及配套建设、产业开发及资产管理等事宜，是

株洲航空服饰城的“产城融合发展商”。目前，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面临着融资项目少、融资

渠道受限，财务、金融、法务等专业部门人员短缺

等问题。

湖南工大经贸学院专家针对这些难题，把

准企业在财务和金融管理方面的症结，给出建

议，并提出了输送部分在培硕士研究生到公司

开展学习实践的建议。一方面，可以立即缓解

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人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

面，通过研究生一段时间的实践反馈，将企业

相关问题和信息进行汇总提炼，便于快速了

解、掌握公司情况，找到研究和合作的切入

点，更好解决现实问题。

张勇表示，芦淞区科技专家服务团更要充分

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合作

双方要以此次调研座谈为契机，加强交流沟通，

以点带面，推动其他更多领域的研究与合作。

“中车株机故事”火遍国内外

自动驾驶系统让重载列车司机“减负”

经贸专家走进企业“排忧解难”

5个月！全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增长11亿元
420余家科技型企业获贷款达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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