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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株洲市第四中学举行 2024 级新生军训开营仪式，操场上，新生们排列成整

齐的方阵，目光坚定，脸上洋溢着对即将开始的军训生活的期待。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军训开营仪式正式开始。该校党委书记尹连成勉励全体新

生，要以严明的纪律约束自己，以严格的训练磨砺自己，以严厉的要求锻炼自己，展现

四中学子心态美、心志美、心灵美的优秀特质，以坚强的毅力和出色的表现圆满完成

军训各项任务。学生李若溪代表全体参训学员表示，将发扬“勤奋求实 敢为人先”的

四中精神，把军训作为锻造意志的试金石，以骄阳磨炼意志、用汗水冲刷惰性，以的实

际行动为未来高中三年的奋斗奠定坚实基础。

株洲日报通讯员/白静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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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介质滤波器填补国内空白

湖南华联火炬电瓷电器有限公司“牵手”湖南大

学，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等研发平台，成立项目“新型陶瓷介质 5G滤波器”，从

原料配方、杂质控制、压电效应、生产工艺等方面进行

体系化研究，成功开发出新型陶瓷介质 5G滤波器。

该滤波器具有高介电常数、高 Q值、低损耗、体积

小、重量轻、成本低、性能稳定等特点，兼具陶瓷谐振滤

波器的优点，实现了 5G陶瓷滤波器自主供应，填补国

内技术空白，有效降低国家战略物资供应链风险。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项目的成功研发，攻克了陶

瓷介质 5G 滤波器制备及材料性能稳定性等技术难

题，成功填补国内陶瓷介质 5G滤波器的技术空白，对

于引领陶瓷产业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纳米级陶瓷微珠实现国产替代

株洲市创锐高强陶瓷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等高

校长期合作，研发的“纳米级高端氧化锆陶瓷微珠”项

目，其产品综合性能稳定，具有机械强度高、致密度

高、硬度大、耐磨性好和耐冲击能力好等优良特性，且

形状规整、光泽度好、品质优良，产品完全满足“零污

染”及高粘度、高硬度物料的超细研磨与分散的使用

需求，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甚至赶超

国际水平，填补了行业研发空白，可实现高端研磨行

业国产替代。

项目产品年产能已经达到1000吨规模。公司获批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处于C轮融资阶段。

无人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随着“SA750 轻型无人运输机”项目研发接近尾

声，该型号飞机目前正在进行首飞测试，将成为湖南

山河华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接下来的主打产品。

该公司负责人说，正因为与中南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等高校合作，在省科技重大专项等支持下，

该项目得以顺利进行。不仅重点解决了无人复材运输

机的总体设计技术、国产先进中等功率涡桨发动机设

计与桨发匹配技术、无人机短距起降飞控技术、通航

用国产复合材料工艺与验证技术、航空器整机制造与

试验五大关键技术难题，满足了轻型无人运输机在大

载重、短距起降、无人化作业、动力系统与复合材料国

产化等方面的核心需求。

从校企携手硕果
看株洲成果转化力

1 IGBT技术从追逐到跨越

随着新能源行业的发展，IGBT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就一直聚焦功率半导体

器件材料、结构与工艺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与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浙江大学等 2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

构建立了深入的多层次合作关系。

该公司“中低压 IGBT 芯片技术”项目，面向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需求，开展中低压 IGBT 芯片技术研究与应用，“借脑”

高校院所，研制出 600V-1700V 系列 IGBT 产品，性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部分参数国际领先，实现国内 IGBT 技术“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产品“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批量出口”

的战略跨越。

目前，该产品大批量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

域，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 40 亿元，极大地强化和提升了我国

IGBT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地位，成为“领跑”全球 IGBT 技术

及产业发展中坚力量。

退役电池再修复焕发生机

湖南中焱新能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退役电池再生修复

技术”项目，由曼彻斯特大学文焱立博士发起，西北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院（新能源所）推动，瞄准退役电池正极材料“以旧焕

新”物理修复再生前沿技术，构建电池全生命周期产研平台。

该项目已取得实质性技术突破。修复后材料性能指标优异，具

有高回收率、高电容量保持率和高纯度，可广泛应用于电子产

品、电动汽车、储能等领域，具有广阔市场和利润空间。

2023 年，株洲高新区牵手西北工业大学、中焱新能，合作

共建新能源所，共同打造集科研、产业、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

新平台。

目前，该项目已进行中试生产及工艺优化，并已完成产线

建设。

探索大海，就要不断向海底更深处钻研。

通过与湖南大学深入开展技术合作，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水下

电驱智能作业机械手”项目，在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等支持

下，研制基于电机驱动的水下作业机械

手，并且通过基于水下视觉的智能化控

制，实现了水下视觉伺服、机械手末端自

动定位、抓取、转动等典型自动作业和辅

助作业控制功能，其控制精度、响应及时

性、抓举力等关键性能参数，达到甚至超

越国外主流液压驱动机械手，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同时大幅降低了操作人员劳动强

度，提升了水下作业效率和可靠性。

该项目关键技术在海底缆管挖沟敷

埋、海底油气工程、海洋科考等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将有效助力全球深海装备的绿

色低碳、电动化、智能化发展。

提及“新一代 Micro LED 显示面板”

项目，株洲沃顿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他们依托深圳蓝普视讯，与深圳大学

开展合作，设立了深圳大学国家大数据工

程中心—显示可视化研究所株洲分所，让

项目进展一再提速。

“COB 技术，也称为芯片直接贴装技

术，该工艺具有尺寸小、耐高温、可靠性高

等优点，已成为下一代 LED 显示屏的主流

技术方向，产品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可普

遍应用于大型商场、展馆、影院、视频会议

和教育等应用领域。”该负责人表示，沃顿

科技掌握了产品生产工艺的核心技术，产

品荣获 2022 年度红点奖和 IF 奖，累计专

利和著作权丰富，预计投资 3 亿元建设 7

条全自动 COB生产线。

2024年，该公司投资 1亿元，建成 3条

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0亿元。

微小卫星制造可达量产

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核

心团队，源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期与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哈工大卫星研究所、天津先进技术研

究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密切合作，参

与国家高分重大专项、国家 973 计划、国

家 863计划等 10余项。

该公司“基于柔性化通用平台的量

产型微小卫星”项目，采用标准平台+用

户自定义载荷的模式，成功实现了卫星

的量产，该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降

低了卫星研制成本，还降低了卫星制造

门槛，成为商业卫星行业中最适应成本

与周期敏感性的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

于遥感、通信、导航等多个领域。

目前，该公司在北斗产业园投资 6.5

亿元，打造集“研-产-销-管”一体化的

最大民营商业卫星总部基地与整星 AIT

综合平台，预计年内正式投产。

真空粉末锻造技术
“从0到1”

通过与清华大学、中国钢研集团、中

航发湖南动研所、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

院所长期合作，株洲万融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清华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原创成果的转化单位，其公司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真空粉末锻造一次

成型技术”项目，实现了世界首台真空振

荡压力粉末烧结装备“从 0到 1”的突破。

不仅如此，该公司承担了省 2021 年

“揭榜挂帅”项目，项目研发的粉末高温

合金涡轮盘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该项技术大幅提升粉末冶金、高温合

金材料性能，并降低成本，实现了进口替

代及部分超越。

眼下，项目已完成全尺寸粉末高温

合金涡轮盘坯全流程工艺制备与全面冶

金质量分析，并进入相关型号预研阶段。

项目技术荣获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

赛技术创新类优胜奖，已获湖南湘投高

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首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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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沈杰

7月17日，在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
进大会暨“双高”对接活动上，一批产学研联动的“火
花”，催生出累累硕果。

时代新材、清皓普众、中车电动等株企，牵手中科院、
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让“新
苗”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产学研的外连内促，也促动株洲
发展不断向“新”。

而株洲产学研的三向融合，却远不止于此。近几
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与记者前往多个企业，梳理
出一批典型案例。这些项目，从高校院所到企业，
或是打破垄断、或是填补国内空白、或是带

动行业发展，也侧面印证了株洲这座
城市强劲的成果转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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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下“抓手”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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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通讯员/阳秋兰）“来水了！”7 月 22 日下午，盼水多

日的醴陵市王仙镇三狮村高头组的村民陈支宾兴奋地说道。国网醴陵

市供电公司王仙供电所党员服务队为该村民新增农田灌溉表计开辟

“绿色通道”，现场制定供电方案，最短时间完成勘查、施工、送电，为客

户提供高效快捷的供电服务，全力护航抗旱电力供应。

自 7月上旬以来，醴陵地区持续高温，烈日晴热进入“超长待机模

式”，且降雨量无法满足农田灌溉需求。为第一时间保障农田灌溉用

电，守护粮食作物安全，醴陵市供电公司全面打响“党建+抗旱保电”

攻坚战，根据实际情况，周密部署抗旱保电工作，成立 11 支抗旱保供

电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加强排灌线路的巡视维护，对重点线路和排

灌供电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帮助农户检查抽水用电设施，指导农

户有序灌溉，确保满足农田灌溉用电需求。

结合往年抗旱时期变电站、线路运行情况，服务队对线路重要结

点进行特巡测温，检查运行状态，确保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加强供电抢

修工作管理，优先处理农业抗旱排灌用电故障报修，配足值班及抢修

人员，做到出动迅速、抢修及时。

“今年夏天干旱，多亏供电公司及时为我安装表计，让我能够灌溉

庄稼，非常感谢。”陈支宾目睹了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了解决农

田灌溉燃眉之急，冒着高温连续作业，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接下来，国网醴陵市供电公司将通过“村网共建”便民服务平台，

持续开展抗旱保电工作，解“渴”护农，主动对接政府部门，摸排旱情期

间用电需求，深入田间检查，保障供电设备安全可靠，持续提升服务水

平，为抗旱保电解民忧、润民心，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千余名市民共享“社科盛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文樱 通讯员/陈玉）近日，制造名城

展示中心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制造名城展示中心圆满落幕。活

动期间，共吸引千余名公众参与。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众的社会科

学素养，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应用，

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全民共享。为此，活动采用了多种新颖的形式，吸引了民众的热

情参与。

科普讲解生动有趣，将社会科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科普视频展

播引人入胜，通过影像让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社会科学的魅力；科普读物发放让社科

知识触手可及，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科普手册打卡让学习变得有趣味，激

发了公众的学习热情；职业课体验让大家亲身体验社会科学的魅力，感受其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集章互动更是让活动充满了趣味性和参与感，让公众在互动中深入感受

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

其中，由株洲市社科联指导的“小小讲解员职业课体验”专场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联动了嵩山路街道办花园里社区居民共计 50 余名青少年积极参与。青少年们通过

“学”“看”“讲”的方式，以第一视角直观地体验了讲解员的工作内容，不仅提升了语言

表达和公开演讲能力，更在心中种下了热爱社会科学的种子。

制造名城展示中心作为株洲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是社科普及的重要工作平台。

未来，制造名城展示中心将充分发挥场馆资源优势，不断创新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内

容和形式，让基层社科普及工作“热”起来，助力我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迈向新台阶。

石峰区：“三伏”助残送健康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罗文娟）近日，石峰区残联联合株洲市

盛康托养中心，利用三伏节气“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为残疾人

居家托养服务对象免费提供“三伏贴”服务，帮助他们缓解颈肩腰

腿痛、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的困扰。

“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的治疗良方，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对象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容易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关节炎、

颈椎病等慢性疾病，在夏季进行适当的治疗和调养，可以起到很

好的缓解作用。

活动现场，医生们仔细为每位服务对象进行了身体检查，并

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选取了相应的穴位进行贴敷。同时，医生

们还详细讲解了“三伏贴”的中医治病机理、贴敷方法及注意事

项，确保每位服务对象都能正确、安全地使用。

此次活动得到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对象及其家属的一致

好评。大家纷纷表示，通过“三伏贴”的治疗，不仅缓解了身体的疼

痛，还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石峰区残联将持续关注残疾人的健康需求，积极联系社会资

源，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和支持，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加入

到关爱残疾人的行动中来，为残疾人营造一个更美好、和谐的生

活环境。

近日，栗雨街道湘湾社区西郡佳园小区党支部联合业委会、

碧桂园物业、湘友爱志愿者协会开展“红色电影+跳蚤市场”活

动，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同时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增进邻里间的和谐与互动。

红色电影《长津湖》的放映成为全场焦点，影片中的革命精神

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同时，开设的跳蚤市场更是热闹非凡，孩

子们热情参与，不仅学会了交易与分享，还体验到了成为小摊主

的乐趣。此外，社区还贴心地准备了清凉小吃，为居民带来一丝丝

夏日的凉意，志愿者们积极普及禁毒、反电诈及安全知识，提升了

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株洲日报通讯员/郭丽霞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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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涌出，村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通讯员/阳秋兰 供图

电力“及时雨”
解农户“心头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