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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经开区：

埃普特获批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马贵 通讯员 安太铖）日前，全国博士后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2023年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
位名单，湘乡经开区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这是湘乡市首家成功获批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近日，湖南省人社厅为新获批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授牌。此次湖南省新增 10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湘潭市唯一一家设站企
业。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有利于发挥博士后人才优
势，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埃普特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项目是湘乡市2024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强市”十大项目之一，此次成功获批
设站，标志着湘乡市、湘乡经开区在高层次人才和科研平台建
设上取得新突破，将为湘乡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

湘潭高新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丁玉洁 通讯员 刘芬）日前，由湘潭高新区

总工会主办的职业技能竞赛在弘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落幕。
这次竞赛旨在提高园区职工职业技能水平，激发广大劳动者学
技术、比技能、创先争优的积极性,促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 5月 17日开赛至今，竞赛共计吸引了来自全区 32家
单位 146名优秀选手参赛，涵盖了电工、钳工以及新就业形
态的快递员等多个领域。经过一周激烈的角逐，最终评选出
一批技艺精湛、素质优秀的选手。他们凭借出色的表现和扎
实的技能水平，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这次竞赛不
仅比拼技能，也是一次职业技能交流与学习的盛会。现场，
选手们展示技能水平和经验，相互学习、交流心得，不断提升
技能素养，丰富了园区劳模工匠人才库，为今后的人才选树、
推优工作夯实了基础。

湘潭高新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职业技能竞赛是提升劳
动者技能水平、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后，
区总工会将继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工作，为广大劳动
者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为园区人才的职业技能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园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岳塘经开区：

两类重点企业倍增
培育成效明显

本报讯（记者 马贵 通讯员 史菲）5月 30日，我们从岳
塘经开区了解到，该区延伸工作触角，通过抓创新主体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倍增。

该区出台了《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鼓励科技创新实施办
法》，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认定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方面给予企业奖励，从招商、税收、市场监督、知识产权、创新
平台 5个端口摸排科技型企业。从招商口看科技项目和企
业的引进和落地，从税收口看企业的财务成长性，从市场监
督口看企业经营范围，从知识产权口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从创新平台口掌握在孵企业的科技含量。

通过5个“端口”的地毯式排查、筛选、对接，建立高企后
备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制定高企培育“时间表”“任务图”，
科小入库的“计划表”。同时，联合专业的科技服务机构上门

“一对一”进行辅导，指导企业提前做好专利申报、研发费用
归集等准备工作，有效提升了高企申报的成功率。

近两年来，岳塘经开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实现倍增，有效高企数、科小入库数从 2021年的 3家、4家，
分别提升至 2023 年的 23 家、40 家，高企申报成功率达
100%，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氛围日益浓
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了基础。

湘潭高新区
举行安全生产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丁玉洁 通讯员 尹丙华 楚平华）为营造

安全和谐、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文化氛围，日前，湘潭高新区举
办第七届企业员工安全生产主题演讲比赛。

在比赛现场，来自18家企业的21位选手紧扣主题，突出
重点，围绕安全生产精选素材，用鲜活深刻的案例、震撼心灵
的讲解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安全演讲。经过激烈比
拼，来自省三建的12号选手范亚妮以《居安思危，全在心上》
为题，就如何落实安全责任、守护职工生命进行了慷慨激昂
的论述，打动了现场评委和观众，获得一等奖。

湘潭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以演讲比赛为契
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
推进安全守底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安全稳定；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提
高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深入海底，连接陆地与海洋，脐带缆
被称为“深海生命线”。

它如同婴儿维系在母体上汲取营养
的那根生命之带，为深水油气田的上部
平台控制设施和水下生产系统装备提供
电力、通信等连接。通过它，人们在钻井
平台上，就能精确操控海面之下的ROV
机器人，实现勘采作业。

5月26日，我们走进位于湘潭高新区
的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菱线缆”），近距离感受这条神奇的

“生命线”——ROV机器人用柔性脐带
缆。这条看起来比手臂还粗的脐带缆，
可应用于水深 3000 米的环境下，承受
210KN（力学单位）的拉力，并且集光、电、
信号传输于一体，是ROV机器人和控制
台的关键连接载体。

近年来，随着深海勘采技术快速发
展，水下生产系统对脐带缆需求持续增
加。此前，国内水下生产系统所使用的
脐带缆基本依赖进口。

为打破国外核心技术垄断，2015年，
华菱线缆与中海辉固携手攻坚，进入行
业最前沿的脐带缆领域。

“研发脐带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资金，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先例可
循，从材料筛选到工艺设计再到样品试
制，都像是在探路‘无人区’。”作为项目
负责人，华菱线缆军品厂厂长李文娟深
有感触。

为突破这一“卡脖子”难题，华菱线
缆组建了一支由15人组成的创新研究团

队，并引进一流设备，不断加大科研投
入，攻克脐带缆设计、制造和测试中的关
键问题。

生产脐带线缆，究竟难在哪里？“脐
带缆的设计不仅要满足复杂海况的动态
响应要求，还要兼顾供电、通信等功能。
然而实际使用中，由于通讯线的铜导体
细，绝缘层薄，在深海作业时，容易发生
断裂，这就对电缆的柔软性要求极高。”
李文娟表示。

随着研制进程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
发现脐带电缆屏蔽层的结构起着关键性
作用。“海底作业时，海水不停摇晃会导
致缆绳与ROV机器人之间不断拉扯，屏

蔽层采用铜丝编织结构，不够稳定，编织
铜线就很容易断裂。”为了破解脐带缆断
裂难题，研究团队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
攻关。经过再三研究对比各种工艺，反
复开展试验论证，研究团队最终决定用
铜丝疏绕取代原有的编织结构。“采用铜
丝疏绕可以克服编织结构的缺点，铜丝
排列整齐、间隔均匀，铜丝间能产生有效
滑动，防止堆聚在一起，有效避免了局部
短路时，铜丝电流过大，发热集中导致铜
丝发生熔断的情况。”李文娟说。

从抗扭结构设计到高抗拉技术再到
电缆集成结构设计，华菱线缆的研究团
队精益求精，反复修改、试验，最终取得

突破性进展——脐带缆的抗干扰性能明
显增强，柔软性大幅提高，使用寿命可以
达到水下作业 1000个小时以上，是国外
进口脐带缆的10倍。

2016年 4月，历经一年的潜心研发，
华菱线缆将自主研发的ROV机器人用柔
性脐带缆成功交付中海辉固使用，实现
了国产化海洋脐带缆从0到1的突破。

2023年8月，华菱线缆将最新优化升
级的ROV机器人用柔性脐带缆交付中海
辉固，至今仍应用于海上石油勘采作业。

“ROV机器人用柔性脐带缆的研发，
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更重要的
是研制过程中铜丝疏绕、芳纶铠装等工
艺的突破创新，可以驱动更多新品的研
发，应用在有类似需求的场景中。”华菱
线缆相关负责人透露，公司最新研发的
水密电缆（能够在水深7000米以下使用）
就应用了相关技术。

始终将研发瞄准被国外企业“卡脖
子”的技术、产品，是华菱线缆在创新上
一直遵循的一条原则。从采煤机电缆到
矿山用拖曳电缆再到柔软型超高温电
缆，华菱线缆在特种电缆的细分领域向

“新”而行，勇攀高峰。
深海之下，逐梦不止。华菱线缆负

责人表示，将加速突破技术自主可控，对
标国际企业和行业前沿技术，进一步加
大在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方面的持续投
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为湘潭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

4月 9日，宝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能电力”）与湘乡经开区
签约，正式入驻湘乡经开区湖南电力
装备配套产业园（湘潭）。这家企业为
何从长沙来到湘乡经开区？能给湘乡
经开区带来什么？企业的发展前景如
何？我们对此进行了采访，探寻这一
普通事件背后的必然逻辑。

为什么来湘乡经开区？

——“我们要到最有优势、
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去。”

签约入驻虽还只一个多月时间，
但对于宝能电力法定代表人向浩来
说，湘乡经开区已是认识多年的“老
友”。2013年，宝能电力集团公司在长
沙成立，在能源建设领域已深耕 10余
年。而湘乡市“电力湘军”早已蜚声中
外。

为什么从长沙来到湘乡，并入驻
湘乡经开区湖南电力装备配套产业园
（湘潭）。“我们要到最有优势、最有核
心竞争力的地方去布局，而湘乡经开
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向浩笃定地
说。

首先，这里电力产业集群集聚效
应明显。经过多年发展，湘乡市、湘
乡经开区已形成集电力劳务施工、设

备制造、检验检测等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2023 年，湘乡市电力产业年产
值近 80 亿元，缴纳税收 3.26 亿元，创
劳务收入 50亿元。

其次，这里全新打造了湖南中部
电力科技产业园。湘乡市委、市政府
审时度势、高位谋划，在湘乡经开区投
资 30亿元建设湖南中部电力科技产业
园，打造一个集总部经济、相关产业于
一体的电力企业“大本营”，为“电力湘
军”筑“家”。目前，湖南中部电力科技
产业园一期已建成 1栋 17层的总部办
公大楼、1栋 13层的服务中心大楼、12
栋 5层产业楼和 14栋 4层办公产业楼，
引进了电力总部和制造企业 55家。

再次，这里出台了电力产业专项
支持政策。湘乡市、湘乡经开区结合
实际以及综合企业发展诉求，按照科
学可行、盘活存量、做实产业的原则，
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湖南电力装备
配套产业园（湘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试行）》，擦亮“电力湘军”品牌。

同时，湘乡市、湘乡经开区成立了
湘乡市电力装备配套产业园工作专
班，在公司注册、手续办理等方面给予
企业全流程帮代办服务。“对于企业来
说，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顾，
而湘乡市、湘乡经开区让我们体会到
的是对企业都比较用心，更加坚定了
我们的选择。”向浩说。

能给湘乡经开区带来什么？

——“产业链的资源整合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宝能电力是一家能源建设综合服务
商，依托传统电力输电、变电、配电、运维
四大板块核心业务，专业从事综合智慧
能源规划设计与建设，具备能源项目开
发、勘察设计、工程建设、智能化电网设
备制造和运维服务、能源合同管理的完
整产业链和强大技术实力。

宝能电力落户湘乡经开区，能带来
什么？“我们的优势是产业链的资源整
合。”向浩说，在工程利润越来越薄的现
实情况下，相较于传统的电力建设企业
聚焦工程建设领域，宝能电力打通了设
备生产制造、设计、施工以及后期的运营
维护等环节，实现了资源整合、协同发
展。

在投资端，宝能电力与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
央企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设备端，与泰
开集团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等电力行业大型成套设备厂合作；在设
计端，与湖南省电力设计院、内蒙古能源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大的设计院建立业务
往来。“相当于从业主投资端到设备，到

设计端，通过产业链的整合，让企业优势
更明显、成长性更好。”向浩说。

目前，宝能电力业务布局全国，建立
了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城
市的专业服务网络。

未来发展前景怎么样？
——“能源是基础行业，国

家大力提倡能源转型，我们要
打造新能源领域内的全新多维
产业生态圈。”

使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实现电
力系统脱碳以及汽车动力的电气化，是
实现能源转型、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路径。而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
的发展，带来的是巨大的电能需求。相
较于原来的火电、水电、核电等，在光
伏、风电等领域，民营企业均可以参与。

“能源作为基础行业，在国家大力
提倡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参与
新能源建设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向
浩表示，基于这些事实判断，宝能电力
全力推进新能源、智能化变革趋势，打
造集新能源发电、储能、充电桩、后期运
营维护等相结合的现代化绿色能源企
业。

2020年开始，宝能电力还在新能源
全产业链推出创新商业模式，有效利用
新能源项目资源与央、国企及地方政府、
城投公司相结合，打造新能源领域内的
全新多维产业生态圈。

目前，宝能电力在新疆、内蒙古成立
了分公司，前4个月，公司已创造产值达1
亿元。“今年宝能电力的产值目标是 5亿
元，公司的中长期规划是要争取在3年内
实现产值20亿元的目标。”向浩信心满满
地说。

本报讯（记者 马贵 通讯员 曾诚）5
月 29日，岳塘经开区湖南省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项目现场是一派繁忙的建设景
象:塔吊高耸、挖机轰鸣，100余名工人正
在挥洒汗水……

湖南省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项目
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2024年标志性工
程，是省、市重点项目。该项目由湖南
健康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
投资 10 亿元，总建筑面积 9.39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 3000个机架的健康医疗
数据中心机房、健康医疗大数据云资源
池、健康大数据管理服务中心、配套设
施以及健康大数据产业总部经济。项
目定位为全国一流的健康医疗算力服
务基地，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为核心生产
要素，引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上下游企业
入驻，带动湘潭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
规模集聚，利用大数据中心的智能算力
赋能产业链企业开展应用模型训练，通

过“智能算力+应用模型”的平台模式，
实现健康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推理应
用，服务湖南，辐射全国。

我们在现场看到，一号栋总部经济
办公用房正进行承台基础施工，二号栋
大数据中心正进行桩基施工。“项目按
照年底主体竣工的目标倒排了工期，制
定了每天的工作计划。”湖南健康大数
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松表示，
项目即将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将加大人

员、机械投入，采取加班方式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我们的项目一天一个样。”
张伟松说。

为加快项目建设，岳塘经开区成立
了项目服务专班，由湖南健康产业园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在审批
事项办理、上级政策对接等方面给予项
目全流程支持。

“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张伟松表
示，岳塘经开区无微不至的帮助更坚定
了企业的发展信心，未来将通过招商引
资，引进更多高端的、做软件服务和研发
的企业或机构入驻，打造湖南健康大数
据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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