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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0日， 「粵港澳科創產業園」啟動儀
式在長沙舉行，湖南頂立科技與香港城市大學呂堅
院士團隊簽署了科技合作協議。

據介紹，呂堅院士團隊開展的複雜形狀陶瓷材料
製備基礎與變革式技術研究，首次實現了AION陶瓷
的4D打印，在全球處於頂尖地位。頂立科技副總經

理譚興龍告訴記者，運用呂堅院士的4D打印技術，
該公司的透明陶瓷產品已經下線，有望在通訊領域
創造一二十個億的市場銷售額。

這是港湘深化科技交流合作的一個縮影。在 「粵
港澳科創產業園」落地生根的合作項目不勝枚舉。

為支持科創園建設發展，長沙市科技局為引進科
創園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設立2000萬/年的 「長沙-粵
港澳產學研合作專項資金」，用於支持粵港澳高校
和科研院所在科創園設立創新中心、在粵港澳地區
設立 「異地孵化器」等，比如對香港城市大學設立
了100萬元/個的專家合作項目和50萬/個的創業孵化
項目。 「粵港澳科創產業園」成為大灣區科技項目
落地湖南的首選地。

如今，香港城市大學楊夢甦教授團隊在長沙註冊
成立 「晶準生物醫學（長沙）有限公司」，預計投
資超過8000萬元；該校深圳研究院還與絕味食品、
湖南中科三芯智、湖南博盛天弘等企業達成戰略合
作意向，聯合建設企業技術中心和技術轉移平台；
澳門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在湖南中
醫藥大學成立院士工作站，共建腎病研究中心……

科技交流合作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金鑰匙」。
發展關鍵核心技術絕不能關起門來搞，湖南亦緊跟
國家開放步伐，將科技交流合作的範圍擴大到全
球。湖南利用聯合國平台開展科技創新南南合作，
不斷將 「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合作引向深入。創新

開展國際化人才 「雙促雙升」行動，着力構建優質
外專服務體系，確保外國專家引得進、留得住、用
得好、流得動。

國際科技合作基地成為湖南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
作重要窗口。截至目前，湖南擁有國家級國際科技
創新合作基地19家、認定省級國合基地3批次共62
家（含培育基地20家），支持省內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業與美、加、俄、德、英、法、日等60多個國
家在先進製造、新材料、電子信息等重點產業領域
和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產業領域開展
了多層次卓有成效的科技交流合作。

以隆平高科種業為例，作為湖南省首批 「省級國
際科技創新合作基地」，隆平高科印度基地共1個品
種通過國審，7個品種通過州審，巴基斯坦2個品種
通過國審；共建設有5個海外創新實驗室；國際交流
涉及12個國家，為廣大發展中兄弟國家培養技術人
員100餘人。隆平高科雜交水稻成為中國科技外交的
一張 「亮麗名片」。

此外，湖南省還依託雜交水稻、小水電、風電裝
備、生物醫藥、重金屬污染防治等特色產業領域的
龍頭企業和骨幹團隊，通過組織科技援外項目、開
展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培訓等方式開展南南合作。

當前，湖南科技創新已寓於世界發展潮流之中，
也必將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帶來更
多機遇。

挺起科創脊樑挺起科創脊樑 為經濟壯骨健髓為經濟壯骨健髓
湖南

在中國的外交名片中，有三張尤其閃
亮，那就是領跑世界的超級雜交稻、超級
計算機、超高速軌道交通。這是湖南的驕
傲，因為 「三超」 背後，都有着一個共同
的名字——湖南創造。
在驚嘆一個中部省份創造出世界級的高

科產品的同時， 「科技創新之路湖南為什
麼能？」 也引發越來越多人的思考。科技
創新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系統工程。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是湖南給出的答案。
先看主體。2021年，湖南省GDP總量達

到4.58萬億，與GDP同步增長的是全社會
研發經費投入增長12%，突破千億元。對科
技投入的大手筆，拉動全省高新技術產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19%，邁上萬億元台階，被稱
為 「自主創新長株潭新現象」 的長株潭三市
以全省14%的國土面積、22%的人口，創造
了42%以上的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
再看機制。湖南變 「相馬」 為 「賽馬」 ，

強化技術創新源頭供給，在全國率先開展基
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 「揭榜挂帥」 ，在重
大民生和產業前沿領域凝練一批事關產業關
鍵核心技術的基礎科學問題，用 「真金白
銀」 鼓勵有真本事的科研人員來 「揭榜」 ，
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機制。
三探源頭。科技創新的根本在人才創

新，湖南有一套完善的引才育才的
「組合拳」 。落實 「芙蓉人才行動
計劃」 ，建立了從大學生創新創
業到優秀博士後創新人才，從湖
湘青年科技創新人才到科技領
軍人才、再到院士大師級人才
的梯次推進、體系完備且定位

明確的高層次科技人才支持體系。
如今湖南科技人才濟濟，去年全省24

人入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青、優青資助
名單，創歷史新高。在湘兩院院士增至81
人。引進湖湘高層次人才248人、團隊26
家，同步實施創新平台建設計劃，擁有的國家
級創新平台增至120家。
科技人才的聚集為湖南帶來了科技創新的無窮

動力。3月7日，嶽麓山實驗室建設項目在長沙開
工，此次開工建設的為嶽麓山實驗室集聚區，主
攻種業重大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和國家重大戰略種
質培育。 「嶽麓山實驗室創建國家實驗室的底氣
源於湖南匯集了一大批種業科研人員，形成了豐
富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
省農科院黨委書記柏連陽介紹，如今湖南擁有8位
農業領域院士，在農業大省中非常少見。扎根湖
南的4000多名種業科研人員，在多個領域育種技
術居世界或國內領先地位。
厚植科技創新沃土，是湖南在打造科技創新高地

征程上快馬加鞭的底氣。一個個閃耀世界的科技成
果，反映的是一個內地省份厚積薄發、依靠科技創
新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創新故事。

如果說科技創新被視為 「勇敢者的遊戲」，那麼
攻克 「卡脖子」問題就是 「強者的遊戲」。

隧道掘進機是衡量一個國家裝備製造業水平和能
力高低的關鍵裝備，作為 「入地」的利器，它決定

了中國基建的實力，一直以來都
是大國建設中必不可少的核

心裝備。然而其核心部件
主軸承嚴重依賴進口，

嚴重影響着中國基建
的效率和發展。

而如今，這一現象將成為歷史。鐵建重工牽頭
「大型掘進機主軸承及數字仿真技術」，已完成2條

主軸承生產線的工藝布局和設備選型，研製出直徑
4.8m主軸承和大型工況模擬試驗台。

被扼制咽喉有多痛，攻克難關就有多迫切。就湖
南而言，以工程機械產業為代表的製造業要想有強
大的競爭力，掌握核心技術是關鍵。鐵建重工聚焦
攻克了一大批 「卡脖子」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推
動以掘進機為代表的隧道施工裝備實現了從依賴進
口、替代進口到出口海外的大逆轉。

同樣，在湖南工程機械企業翹楚山河智能的生產
車間， 「關鍵核心技術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
的橫幅高高懸掛。這是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到山河
智能考察時的殷殷囑託。

山河智能在自主創新、攻克 「卡脖子」問題上下
苦功夫，2022年初，就以 「先導式創新」和差異
化發展交出了令人滿意的階段性答卷，兩款 「世
界之最」——世界最大旋挖鑽機、世界最高全
液壓履帶樁架，以及兩款 「世界首創」——引
孔式靜力壓樁機、大直徑植樁鑽機發布亮相。

據了解，為堅決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湖南重點實施十大技術攻關項目，目前項目已完

成研發投入 9.7 億元，取得一批原創性成果。去

年，全球最大噸位起重機、全球最大風電動臂塔
機、國產最大直徑土壓平衡盾構機、固定翼無人機
等新產品紛紛走下生產線，為湖南製造強省建設樹
起了一個個新標高。2021年，湖南省裝備製造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13.7%，比全省平均水平快5.3個百分
點，對全省規模工業增長的貢獻率為49.7%， 「湖南
製造」向 「湖南智造」 「湖南創造」轉變。

今年湖南將圍繞打造國家重要先進製造業高地，
進一步繼續聚焦 「3+3+2」產業集群建設，布局十大
技術攻關項目和10項左右省科技重大專項、200項左
右重點研發和創新引領計劃項目，助力高新技術產
業增加值增長1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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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 「卡脖子」 技術助力製造業攀高峰

深化全球科技交流合作 謀求共享共建共贏

2021年，湖南省對外科技交流中心聯合阿爾巴尼亞、巴西、尼泊爾等國家舉辦
線上農業科技南南合作交流會。

湖南代表團在澳門進行科技交流。

嶽麓山大科城以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嶽麓山大科城以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人文底人文底
蘊和科教資源成為湖南重要的原始創新策源地蘊和科教資源成為湖南重要的原始創新策源地。。

湖南科技大學領銜研發湖南科技大學領銜研發
的的「「海牛海牛ⅡⅡ號號」」海底大孔深海底大孔深
保壓取芯鑽機系統保壓取芯鑽機系統，，刷新世刷新世
界深海海底鑽機鑽探深度界深海海底鑽機鑽探深度。。

長沙磁浮快線是中國首條擁有完全自主長沙磁浮快線是中國首條擁有完全自主
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浮鐵路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浮鐵路。。

16米級國產超
大直徑盾構機。

放眼 「深藍」 ， 「海牛Ⅱ號」 深海鑽機鑽出231米的新
紀錄；遙望星空，北斗應用走進各行各業，華菱線纜製造點
火電纜、出艙纜，助力 「神舟十二號」 「神舟十三號」 逐夢
太空；俯瞰稻田，超級雜交稻產量再創新高，雙季平均畝產
突破1600公斤；挺進深地，國產最大直徑盾構機 「京華號」
投入使用……2021年，15項創新成果獲國家科技獎勵；高新
技術產業增加值總量邁上萬億元新台階；技術合同成交額突
破1200億元，增速超60%。

這是一份讓人驚艷的科技發展成績單，而它的創造者是湖
南。

湖南是一個典型的中部省份，不沿邊不靠海，但湖南創造
了多項具有世界 「並跑」 「領跑」 水平的創新成果，在中國
科技創新版圖佔有了重要的一席之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居
全國第8位，全省區域創新能力排名上升到全國第11位。

經濟發展要突破瓶頸，根本出路在於創新，關鍵是要靠科
技力量。近年來，湖南以創新型省份建設為統攬，打造具有
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探索了一條具有湖南特色的創
新發展路子。 李銀明 何雯

湖南正積極發揮自身種業優勢湖南正積極發揮自身種業優勢，，着力將嶽麓山實着力將嶽麓山實
驗室打造為國內頂尖種業實驗室驗室打造為國內頂尖種業實驗室。。圖為圖為20222022年年33月月
77日嶽麓山實驗室建設項目開工儀式現場日嶽麓山實驗室建設項目開工儀式現場，，湖南省湖南省
委副書記朱國賢委副書記朱國賢、、副省長陳飛為實驗室奠基培土副省長陳飛為實驗室奠基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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