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筷子篓水库
完成升级改造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
员/罗丽虹 龙子琳 邹越） 目前，位于炎陵

县下村乡长溪村的筷子篓水库输水及泄洪系

统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完成。

据了解，筷子篓水库始建于 1983 年，水

库库容 850 万立方米，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

有防洪、养殖、生态等综合效益的小（一）型

水库。

筷子篓水库在炎陵县的防汛抗旱和流

域梯级调度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汛期，

它承担着向下游泄洪、消峰错峰的重要任

务；在非汛期，通过科学调度，起到流域梯级

调度、生态补水及保障下游生产生活用水的

作用。经过近 30 年运行，筷子篓水库输水及

泄洪系统存在闸门启闭机设备及控制系统

落后、钢丝绳老化等等安全隐患。

按照新时代水利工程标准化运行管理

要求，炎陵县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从 2022 年起，投入近 30 万元，逐步对输水

及泄洪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电站将原有

的磁助式监控保护系统更换成智能化远程

集控系统，增加了监控监测设施，同时增加

了柴油发电机应急备用电源，对七套卷扬

式启闭机进行了扩大性大修，并将所有钢

丝绳全部更换为不锈钢钢丝绳，制动器更

换为电力液压式。

经升级改造，该水库实现了远程智能控

制，能满足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启动，全面提升

了水库大坝、输水及泄洪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安全系数、场容场貌，为今后的防汛抗旱和流

域梯级调度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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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域全程全民治水

我市3个河小青行动中心获省级优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湘鄂 周剑华 黄金

2023 年，市、县河长办扎实推进湖南河小

青规范化活动阵地、常态化队伍体系、制度化

运营模式、专业化行动方法等“四化”建设，深

化做好做实做优河小青行动工作，引领广大

青少年助力河湖治理，推动实现全域全程全

民治水。

近日，湖南河小青行动中心 2023 年度工

作评价结果公示，其中株洲市河小青行动中心

获评市级优秀河小青行动中心，石峰区河小青

行动中心、荷塘区河小青行动中心荣获县区级

优秀河小青行动中心。

以“6个一”模式打造“株洲河
小青”品牌

您是否还记得 2023 年上半年的那场湘江

毅行？那是 5 月 21 日，“集聚萤火·与爱同行”

2023 年第 13 届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举行。

当天，共有 4356名毅行者和 400多名志愿者参

加了活动，为株洲地区困境学子共募集萤火虫

公益助学款 21.78 万元。这是我市河小青行动

中心开展活动的其中一个场景。

过去一年，株洲河小青行动中心重点围绕“世

界水日”、世界环境日等节日节点，将爱水护水、保

护环境等内容融入到活动当中，全年常态化开展净

滩行动等“河小青”志愿服务宣传活动1598次，发

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参与志愿者累计达3.5万余

人，核心河小青志愿者增加1413人。

他们用行动践行使命，积极参与日常巡

河、专项调研等行动，发现河湖“四乱”、岸坡及

河道垃圾等涉水问题 670 例，通过主动向相关

职能部门反馈，推进职能部门认真履职、秉公

执法。目前，大部分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

围绕打造“湖南河小青”品牌目标，株洲市

河小青行动中心通过探索“6个一”的服务模式，

即孵化一批河小青队伍、实施一批河小青项目、

设立一批河小青示范学校、研发一批河小青文创

产品、成立一座河小青水上实践基地、引进一台

水质检测无人船，擦亮株洲河小青志愿服务品

牌，实现株洲河小青品牌的提质升级。

正是他们的守护，让株洲的大河小河更清、

更美。湘江、洣水水质持续保持在国家II类及以

上，渌水水质持续达到和优于国家Ⅲ类水标准，

全市地表水体水质优于国家 III类标准，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100%，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万丰湖、酒仙湖、湘江风光带获评“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渌水入湘江段、沔水神农谷段等

13条河流（河段）获评省级“美丽河湖”。

多方链接资源确保活动常态
化开展

湘江石峰段，总能看见身穿红马甲的河小

青在巡河，河道内是否存在污染源，河流水面

是否存在漂浮垃圾，一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

护栏是否完好，岸边是否存在垂钓者，这些都

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023年，石峰区河小青行动中心积极对接

社区志愿者、大中专院校志愿者队伍，与辖区

职教城的 7 支大学生青年志愿者队伍建立沟

通渠道，积极推动青年大学生参与湘江、龙母

河的巡河及净滩集中行动，建立起以区行动中

心为枢纽，9 支社区及大学生河小青志愿者为

核心的石峰区河小青行动主力，全区河小青志

愿者数量明显增加。

为推动河小青活动高效开展，石峰区农业

农村局、区河长办等相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该

区爱心单位也通过 99 公益日河小青专项活动

为河小青行动中心筹款捐款。该区通过完善志

愿者管理和激励方式，多方链接资源加以整合，

对河小青活动开展的优秀团队、优秀志愿者开

展更多荣誉鼓励和支持，并形成稳定的长效机

制，确保各志愿者团队能够长期、稳定的参与和

支持全区河小青系列活动的开展。

去年以来，荷塘区河小青行动中心积极

开展多功能室、会议室、展区的功能齐全的阵

地建设，组建了一支 152 人的常态化河小青

队伍体系建设，并在志愿汇、巡河宝、荷塘志

愿等平台完成注册，团队注册了微博、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账号，并借助于团区委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宣传环保理念、招募志愿者。该中

心在辖区内各中小学进行授课，加强青少年

爱水惜水护水意识 ，设立巡河、净滩“河小

青”志愿服务小分队，定期开展一次巡河工

作，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并解决。截至目前，累

计开展巡河 54 次、净滩活动 50 次，劝离违规

垂钓 12 人次。

株洲市河小青开展爱水护水宣传活动。通讯员供图

升级改造后的筷子篓水库。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
熊兰） 近日，天元区马家河街道古桑洲段河道

内沉船打捞工作在天元区河长办、马家河街道办

事处、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圆满

完成，所有沉船残骸已全部打捞上岸，及时消除

了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有力保障了该水域通航

安全。

此前，株洲市、天元区两级河长办巡河发现

湘江马家河古桑洲段水域内沉船问题，区河长办

随即将问题交办给马家河街道办事处，要求及时

打捞该沉船，消除安全隐患。接到交办后，马家河

街道河长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情况，

此沉船于 2017 年停于该段水域，系马家河街道

古桑洲居民郑某所有，由于该船主管理不善，导

致船只下沉至湘江马家河街道古桑洲段内。

了解情况后，马家河街道河长办、区交通运

输局工作人员多次与船主沟通协商打捞事宜。

2023 年 11 月 21 日，湘江马家河段区级河长、天

元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黄志斌就该问题组织区水

利局、区财政局、区交通局、马家河街道办事处及

属地古桑洲社区召开河长制工作专题会议，研究

湘江马家河古桑洲水域沉船事件解决方案。

会后，天元区河长办、马家河街道河长办组

织社区、船主及打捞公司现场勘察，并于去年 12

月 8日至 12月 14日，开展沉船打捞工作。由于沉

船自重较大，工作人员选择用吊车实施打捞工

作，并最终成功将沉船结构打捞上岸，未出现施

工过程中的次生事故。

打捞湘江沉船恢复通航安全天元区：

炎陵县：

沉船打捞现场沉船打捞现场。。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
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
张新） 成功入围省第

二 批 创 新 型 县（市 、

区），在 全 市“ 三 个 高

地”考核中蝉联科技创

新高地建设第二、三季

度冠军……去年，芦淞

区在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高

地 ，提 升 企 业 科 技 竞

争力过程中，取得不俗

成绩。

在引人才活水上，

该区围绕湖南工大、湖

南航空技师学院等学

校，吸纳 126 名高校与

职业院校人才加入区

科技专家服务团。引导

企业开展创新平台建

设 与 能 级 提 升 。举 办

“省级创新平台建设工

作座谈会”，邀请省市

科技主管部门为企业

平台建设“把脉问诊”，

助力西迪技术、山河星

航等 6家企业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功立

项 ，获 批 数 量 全 市 第

一。全年申报省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项目需求

32 项，新增省级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2 个，入选

省级科技进步奖提名 4

项。全年新增国省市创

新平台 23个，全区科技创新平台

总量达86个，稳居全市前列。

“我们坚持推进‘政产学研

用’五位一体，提升成果转化效

力。”该区科工信局负责人介绍，

在去年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大会上，举行了首批产学研科技

服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40家企

业和高等院校“双向奔赴”。

该区大力实施科技型企业

“育苗造林”行动，扎实推进研发

投入后补助、研发费用加计抵减

等政策，170名驻企干部解决企业

创新要素保障问题102个，山河星

航、西迪技术等6家企业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企业，排名全市第一；

中国航发南方公司成功入选世界

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名单和省高

新技术企业百强榜单前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莹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株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

进制造强市建设,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轨道交通、北斗应用、

硬质合金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已成

为株洲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这一年，株洲位列“全国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第

32 位、“国家创新型城市”第 28 位，较 2022 年前进 9

位、“湖南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第 2位；2022年

度 全 市 研 发 投 入 总 量 达 118.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75%，占 GDP 比重达到 3.27%，连续 5 年排名全省

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30.68 件，稳居全省

第二；成功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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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项数据，体现着株洲科创实力上“质”与

“量”的蜕变。

这一年，全市科创平台已达853家
去年 5 月，湖南省轨道交通车辆热工与流体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株洲举行。据悉，湖

南省轨道交通车辆热工与流体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由中车株机牵头，联合中南大学、联诚集团共同组

建，主要围绕轨道交通车辆的低碳环保、车内舒适性

以及运行环境适应性等关键问题，开展车辆热工与

流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并建立集理论研

究、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试验测试于一体

的协同创新平台。

这一年，市科技局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企

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为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合作搭建桥梁，加快推动轨道交通、航空动力、先进硬

质材料等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

新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

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通过前瞻性布局力能实

验装置、航空冰风洞实验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已纳入省政府“4+4”科创工程。株洲正全力做

好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积极推进国

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新增国省创新平台 105家。出

台《株洲市校企联合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认定管

理办法》，认定市级创新平台 37家，其中校企联合实

验室 11家。截至目前，全市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达 853

家，其中国家级 66家、省级 463家。

这一年，掀起“知产”变“资产”的热潮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现金流的充沛与否往往

能影响企业的规划与发展。扶持科技型企业，必然要

想方设法解决资金问题。

尽管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较大，但在融资条件、

风险特征和信用水平等方面与传统企业相比，由于

固定资产轻、知识价值重，申请抵押贷款时，常常遇

到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如何解题？自 2022年 6月以来，株洲在全省率先

启动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市科技、财

政、金融、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市场监管局等有关

部门通力协作，各合作银行建立专门授信体系和审

贷流程，积极推动全市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获得

信贷融资。

位于天元区泰山路的湖南高远电池有限公司，

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生产的锂电池，广泛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

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才保有市场竞争力，在拿到 500

万元贷款后，高远电池马不停蹄招揽技术人才，继续

加大对研发力度的投入。

“没想到知识产权也能贷款，不仅扩增了公司的

现金流，也能减缓研发部门的压力。”该公司财务总

监向红卫感慨，这项工作，让无形的“知产”变成“资

产”，将科技属性进行量化，就是对科技型企业最好

的支持。

2023年，株洲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16.39

亿元，400 余家科技型企业受惠，稳居全省前列。不

仅如此，在研发奖补等政策上，株洲也正不遗余力为

企业注入动力。

随着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创新之

花将更好结出发展之果。

这一年，举办全省首个国家级科技类赛事
904 个企业与团队参赛、12 个项目完成现场签

约、66 个项目进入深度对接、11 家轨道交通主机企

业开设清单……去年 12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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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落幕。

如今，在赛事组委会、市科技局的统筹下，各项对接

转化工作正如火如荼。

这是我省举办的首个国家级科技类赛事，吸引

了全球 8个国家、国内 29省份百余所城市、81所高校

参与，如今，百余个项目赛后向株洲抛来“橄榄枝”，

助力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建设注入新动能。

不仅如此，这一年，省首届北斗应用领域创新创

业大赛也在株举行，150 余个优质项目来株参赛，吸

引了上海方位角等企业落户园区。

同样，在创新创业的赛道上，株洲企业、团队不

甘人后，30 余个项目获国赛、省赛奖励，我市参赛项

目获奖率与长沙位列全省第一梯队。

这一年，“高企”与“科小”实现双突破
“在了解到我们申报科小遇到困难后，企业联络

员联系有关部门和专家，来公司面对面培训指导，帮

助我们顺利完成申报工作。”去年 5 月，荷塘区瑞美

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歆懿说。

为着力打好科技攻坚仗，让科创企业进得来、稳

得住、能发展，市科技局积极推进科技型企业培育，

组建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专班，走访调研潜力企业

600 余家，连续多场次举办县市区科技型企业培训

等活动，打出涉企服务“组合拳”。

“通过量化年度、月度考核指标，在梳理惠企政

策、申报流程、评价标准和注意事项等内容后，把优

惠政策送至企业。”该负责人表示，不仅如此，还通过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形式，为企业提供专利咨询、技

术交易、填报指导等多项服务，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生

态，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这一年，我市按照“初创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专业特新企业—

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的梯次培育机制，持续推动

创新主体成长。去年，全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12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200家。

在 2023 年度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榜单中，

前三均为株企，前十株洲占据六席。

这一年，4630名高层次人才扎根一线
研发的关键，在于人才。去年国庆前夕，“制造名

城进高校”招才引智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去年，我市围绕重点产业需求精准制定校园招
聘计划，打出校园引才组合拳，中车株洲所、中车株
机、中国航发南方、时代新材等 19 家株洲企事业单
位拿出上千个岗位，吸引众多学子前来咨询了解。而
这，只是株洲招贤纳士的一个缩影。

为引聚创新人才，株洲实施“新人才30条”、“创新
人才引培计划”、“双创精英人才计划”等政策，不断优化
人才环境，吸引高端人才齐聚株洲。中车株所总工冯江
华获得2022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
省仅2名），时代电气刘国友获第十二届湖南省光召奖。

目前，全市拥有高层次人才 4630 人，包括本土
企业全职院士 3人、院士后备人才 23人、国家人才计
划专家等高精尖人才 115人，他们扎根研发一线，为
株洲“智造”奉献青春。

“我就是校招时，被株洲的人才政策和企业优秀
的研发实力打动，毕业后便前来报到。”正如中车株
机产品研发中心江大发博士感叹。

为强化科技人才项目支撑，去年，我市 35 个科
技人才项目获国省主管部门立项支持，争取各级科
技人才项目资金超 2000 万元，并累计举荐“株洲市
青年科技之星”40名。

这一年，全球首列氢能源智轨电车亮相、国内首
条透明微晶玻璃生产、全国首台六轴大功率纯电新
能源机车上线投运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
有力体现了株洲“智”造的实力与影响力。

前行之路，任重道远。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红表示，2024 年是“重大项目建设年”“创新成果
转化年”，他们将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要素，攻
坚“十大技术攻关”等重大项目，放大创新要素集聚
优势，聚平台、强人才、优服务、促转化，力争全市科
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

研发投入总量连续5年排名全省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0.68件稳居全省第二……

这一年 株洲科创一路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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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列氢能源智轨亮相马来西亚。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