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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驻湘生态环保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期：2024年5月9日至2024年6月9日
专门值班电话：0731—82673688
专门邮政信箱：湖南省长沙市A312号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在微创介入医疗器械领域，湖南埃普
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攻克多项“卡脖子”技
术，逐步实现国产替代和国际领先。作为
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公司现有专利
145件，在审专利55件，授权专利90件。

该公司开发应用的介入医疗器械用亲
水涂层技术属于国内领先水平，产品年销
售额超过 5亿元；开发的脉冲压力感应磁
定位消融导管属于全球首创并即将获批上
市，预计年销售额超过2亿元。

知识产权是创新成果的保护网、新质
生产力的催化剂，是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乃
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知识产权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市
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知识产权更高质量
创造、更高标准保护、更高效益运用，为创
新创业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前不久，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2023
年度湘潭市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显示，我
市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587件，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24.37件，均居全省第 3位；
2023年，全市新增授权专利 4140件，居全
省第4位，其中发明专利1237件，居全省第
3位。我市创新主体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创
新成果的意识明显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创
新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开启“绿色通道”——
知识产权保护跑出“加速度”

创新是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
保护创新。

去年 7月，国家级湘潭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获批正式运行，打通了知识产权保
护的“绿色通道”，标志着我市知识产权保

护事业进入新纪元。
保护中心落地后，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在

知识产权领域“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的精神，积极建设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
快速维权、运用促进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一站
式”综合服务体系，努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构建审查确
权、行政执法、维权援助、仲裁调解、司法衔接
相联动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

专利预审是保护中心的一项重要职
能，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业务
通道的前置审查服务。保护中心重点面向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对完成备案
的申请主体提交的专利进行快速预先审
查，预审合格的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
审查通道，从而大幅缩短专利授权周期，支
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

湖南大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科创型企业，主要经营工业机器人及自动
化系统集成业务。“今年1月申请的这项专
利，3月份就获得授权。以往需要一两年
办成的事情，现在 2个月就搞定了。”看着
产品专利展示墙，公司负责人高兴地介绍，
得益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贴心指导和高效服
务，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现有
受理及授权专利 85项，其中发明专利 37
项，经营发展蒸蒸日上。

保护中心正式运行以来，不断优化工
作流程，持续提高专利预审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知识产权的“快保护”。发明专利最快
23个工作日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最快 5个
工作日授权、外观设计专利最快 2个工作
日授权。无缺陷率、一次授权率等专利预
审质量指标稳居中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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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伟人故里、红色热土——湘潭，美
在红绿交融，风景独特。

这里是国家级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
的核心区，工业之城蹚出生态之路，美在绿色
低碳、生态宜居。

这里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美在山清水秀、人水相亲。

近年来，湘潭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领域、全方位、全地
域、全社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由重点整
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美丽
湘潭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加快推进。从城市到农村，从美丽韶山
到美丽城总，从美丽绿心到美丽韶灌，再到美
丽钢城，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湘潭
正绿意芳华。

美在发展升级、绿色转型

龙年伊始，湘钢工业绿色转型就悄悄“火”
了一把。2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报道了湘钢探索钢铁行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和经验。湘钢投入4.5亿元实施的高
效余能发电项目，预计年发电量约 13.5亿度，
直接创收约9亿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22万吨，每年可节约标煤 37万吨，备受全国
瞩目。

绿意葱茏的湘潭锰矿国家矿山公园，是

当地著名的“打卡地”。一旁的雨湖高新区
内，新能源材料企业红红火火。依托治理促
发展，湘潭锰矿从“百年锰都”之殇实现“生态
两型”之路的蜕变。园区培育出一大批新能
源材料生产企业，其中湖南裕能已成功上
市。2023年，该园区实现亩均税收绝对值居
全市园区之首。

一河之隔的竹埠港老工业区也迎来蝶变，
成了美丽的后花园。竹埠港新区建设正有序
推进，湖南师范大学竹埠港实验中学在这里拔
地而起，琅琅书声令人沉醉。

锰矿和竹埠港之变如同一扇窗，映射出湘
潭“狠抓产业升级，推动绿色转型”的坚定决
心。“我们一手拒批‘两高’项目，一手培育精品
钢材及新材料、新能源和汽车制造等 11条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打造3个千亿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湘潭市环委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湘钢、裕能、蓝思科技、吉利汽车、拓普汽车等
一批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和竣工投产。

气候投融资是湘潭一张“金字招牌”，借此
东风，湘潭引导加大低碳重点领域贷款投放。
过去一年，共促成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13个项
目获得中长期贷款39.8亿元，气候投融资试点
工作经验获全国推介。

湘潭市还调整优化了产业、能源、交通三
大机构，加快推进产业间深度融合，先进制造
业支柱地位更加巩固，居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
榜第 67位，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

持 40%左右、全省第一；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
建设和光储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工作，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已累计降低3.5%；出台《湘潭
港总体规划（2035年）》，开启湘潭公铁水多式
联运新征程。

美在青山绿水、蓝天净土

线上，湘钢获得了国家最高级媒体的点
赞；线下，湘钢工业旅游路线也颇受欢迎。这
家传统型高耗能企业，早已从“污染黑名片”成
了“绿色风景区”。

从 2018年起，湘钢投资约 60亿元淘汰落
后产能，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改造，实施治理
项目 50多个，超低排改造全省钢铁行业领
先。2023年，湘钢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分别较 2018年下降了 41%、52%、
45%，厂区降尘量较2018年减少了57%。

这是湘潭出重拳保蓝天的一个缩影。近
两年来，湘潭市出台“重拳整治”十条措施、精
细化管控、核心区域精细化管控、日常考核细
则等方案，进一步厘清工作责任、完善考核机
制、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除了湘钢超低排改
造，我们还开展VOCS综合治理、工业窑炉治
理等，并建立138个小微站、2个交通站及尾气
抓拍系统、1个组分站、1个雷达站等科学监测
体系，进行精细化管控、临界天气应急管控。”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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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静）今年以来，雨湖区
按照“聚才湘潭 价值莲城”人才强市战略
部署，大力开展“银发人才耀莲城”活动，
依托不同行业领域的高端银发力量，积极
对接雨湖区产业定位及企业需求，依托雨
湖高新区银发人才工作站、雨湖区“银”企
合作平台，构建“科研+项目+产业+服务”
为一体的新型银发人才智创服务模式，推
动“银发”科技成果与新质生产力的转化。

雨湖区不仅利用105名“银发”专家的
人脉、专业、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工作，而且充分发挥“银发”专家专业技术
优势，结合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开展产学研
合作，建设科技研发中心及中试基地。

目前，雨湖区与“银发”专家王先友教
授合作建设的钠离子电池材料研究院、与
朱利庆教授合作的北斗产教融合创新园已
入驻雨湖高新区众创空间；与王海桥教授
合作的矿山装备研究院，与王先友教授合
作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中试基地正在筹建。
研发中心及中试基地的落地将带动企业产

业转型升级，健全“研发中心—中试基地—
产业园”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加
快雨湖区产业集聚、创新发展。

除了助力招商引资、推动科技创新，雨
湖区银发人才在带动产业升级上不遗余
力。雨湖区积极组织“银发”专家走访企
业，了解企业技术需求，搭建银企桥梁，带
动产业升级。“银发”专家王海桥教授与平
安电气深度合作，帮助平安电气及双力、杰
力、睿德等配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研
发、解决技术难点，协助平安电气成功申报

“湖南省矿山通风与除尘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发出“风井排风口惯性重力除
尘降噪”装置，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
步三等奖，完成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年产
600台套的智能局部通风系统”项目，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矿井主通风机扩散器
形体与内流流场耦合结构节能机理研究”
等，获得专利10余项，为企业增产1亿元以
上，促进了平安电气及链条企业的产业转
型升级。 下转4版③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成智
超）5月18日上午，湘江修复治理提质改造
工程一期（一标段）开工典礼在雨湖区姜畲
镇棋盘村举行。该项目作为 2023年度中
央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已纳入国家重大建
设项目清单，估算总投资7.08亿元，为我市
有史以来最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湘潭湘江修复治理提质改造工程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投资3.20亿元，主要
建设内容为湘江湘潭城区雨湖、岳塘段堤
防达标建设、堤顶道路提质改造，堤防险工
险段加固、堤防附属建筑物改造、自然岸坡

处理、工程信息化管理能力提升等，计划堤
防提质改造 36.49公里，高边坡修复治理
2.03公里，堤防附属建筑物改造21座。二
期项目投资 3.8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湘
潭县城区、雨湖区段堤防达标建设、撇洪渠
治理、堤防附属建筑物改造等，其中堤防提
质改造39.08公里，撇洪渠治理27.12公里，
改造堤防附属建筑物18座。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实施
后将大大提高我市“一江两水”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进一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更加坚实的水利基础。

奋力绘就美丽湘潭新画卷
——我市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笔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王兵 黄艳红

以“知”取胜
——湘潭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观察（三）

本报重大报道工作室

银发人才向“新”而行雨湖区：

我市最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工

日前，一场协商议事活动在湘潭县排头乡
进行。

政协委员、种粮大户与市县农业农村、水
利、乡村振兴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围绕“加强水
利设施建设 守护粮食安全命脉”主题，开展“潭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

“由于南干渠需要清淤、修护，我们种的
1000多亩双季稻，常常需要抽水灌溉。”湘潭县
政协委员、鸿赛水稻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胡赛姣

“抛出”这个问题。
“上半年‘水’，下半年‘旱’。”种粮大户彭水平

接过话，“排头乡是农业乡镇，基础设施薄弱，请求
相关部门给予排头乡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支持。”

……
协商议事活动中，政协委员、种粮大户遇到

的“难题”，均被相关部门负责人“认领”或记录
在册，能协商解决的现场答复，不能现场答复的
列入“问题清单”“交办清单”。

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是“国之大计”。
2022年 5月，市政协和湘潭县政协在全市粮食
生产先进乡（镇）——排头乡南下村成立了全市
首个乡（镇）“粮食安全”委员工作室。21名省、
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入驻，省人大代表彭水平等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受邀加入。

种好安全粮，委员当先锋。如今，两年过去
了，委员工作室把守护粮食安全“命脉”作为政

协委员履职的重点，尽政协之责、展政协之长、
出政协之力。

“委员工作室充分运用‘潭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品牌，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多
方参与、贴近群众’的工作格局。”“粮食安全”委员
工作室召集人胡兴介绍，议事会6个协商意见和建
议在相关部门工作中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

“潭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机制是市政协推动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是
促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创新举措。“粮食安
全”委员工作室通过党政点题、政协选题、委员
荐题、群众出题等方式，多渠道收集“潭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建立问题清单销号机制，切实解
决一批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如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联合委派市农业
农村局周绍良到春静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湘
潭县农业局为冬林、春静合作社申报市级现代
农业特色产业园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
湘潭县电力公司在政策范围内解决文斌、春静
合作社灌溉设施安全用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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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好安全粮 委员当先锋
——湘潭首家建在村部的政协委员工作室“两周岁”记

本报记者 陈静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5月18日至19日，
湘吐两地“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最美家庭
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举行，来自新疆吐鲁番市
高昌区的 5户“最美家庭”与我市“最美家庭”
结对认亲，并开展交流走访、参观学习。

高昌区“最美家庭”代表团一行相继来到
湘潭大学、窑湾历史文化街区、宽裕粮行、乐之
书店以及万楼·青年码头等地，感受湘潭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交流座谈会上，两地“最美
家庭”现场结对认亲，高昌区家庭成员代表展
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新疆舞蹈，两地家庭
共同开展了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交流活动。
双方互赠礼物，并交换联系方式，合影留念。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的心一步步拉近。

湘吐“最美家庭”
结对认亲

两地结对“最美家庭”互赠礼物。（本报记者 谢雨芬 摄）

文旅融合、科技赋能、个性多元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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