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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潮涌，岳麓云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 次到湖南考

察调研，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为湖南发展锚

定新坐标、明确新定位、赋予新使命。

三湘四水间，新业绩不断创造，新局面不断打

开。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超过 4 万亿

元，财政收入量质齐升，粮食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

左右，682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6920 个贫困村、51 个

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湖南广大干部群众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

区改革开放高地，着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

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湖南新篇章。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伴随指令，数控机床上的铣刀“削铁如泥”，在

合金块上挖出一个光滑如镜的 U 形曲面。

生产出这一产品的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曾经的贫困县——炎陵

县走出的科创板上市企业，也是从传统硬质合金

产业中崛起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如果说数控机床是‘工业之母’，刀具就是数

控机床的‘牙齿’。”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奕介绍，刀具

虽小，却涉及设计、材料、加工各个领域复杂技术。

株洲有着国内领先的硬质合金产业集群。近

年来，以传统硬质合金产业为重点，株洲全力强

链、补链、延链，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加快推动转型升级。2021 年，株洲硬质合金产量

达 2.1 万吨，在全国占比 35%；产值达 320 多亿元，

在全国占比超过 50%。

实体经济是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湖

南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制造业比重稳中有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机遇，湖南细化具体路径、推出有效举

措，努力打造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产业园区，推动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一重工挖掘机全球销量跻身世界各大工程

机械企业前列，中联重科起重机全球销量领先，中

小航空发动机集群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75%
以上……目前，湖南制造业已形成 3 个万亿级、14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

成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 年，湖南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1%，新增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162 家。

智能制造，成为湖南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顺应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湖南大

力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

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围绕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建成 20

个左右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制造业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推动 2000 家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世界计算机大会永久落户湖南，无人驾驶汽车

在湘江新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积累真

实路况数据，显卡、硬盘“湖南造”陆续涌现，国家网

络安全产业园区（长沙）已经吸纳 400多家企业……

截至目前，湖南已构建起“1 个国家级+11 个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2 家国家级 + 320 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体系，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2 年的 15%上升到

2021 年的 23.9%。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

前不久，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第二产业园，庞大的“高原明珠号”大直径多支护

岩石隧道掘进机（TBM）正式下线。其应用的多项

关键核心技术，均源自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超级

地下工程智能成套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我们攻克了地下工程核心成套装备智能化

程度低、不良地质适应性差、刀具寿命短等难题，

共申请专利 139 件，发表论文 45 篇，申请软件著作

权 17 项。”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飞香说，“‘产学研用’协同发力，让科

技创新提速、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

全面梳理重点产业领域技术难点，湖南瞄准

产业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组织实施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重点

工程。去年起，湖南重点实施“十大技术攻关项

目”，首批已攻克大型掘进机主轴承等关键核心技

术 53 项，开发硅基量子点激光器等新产品 48 件。

今年，湖南再次部署“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涵盖新

一代轨道交通高效驱动系统技术、高弹性低轨卫

星网系统设计、深海风电输变电核心技术等领域，

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

无大院、大所、大实验室，一直是湖南科技创新

的痛点。近年来，湖南着力搭建更高层次科技创新

平台，营造一流科研创新生态。加快“三区两山两中

心”和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争

取国家级创新平台布局，创建长株潭国家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启动建设岳麓山实验室等四大湖南省实

验室……湖南全面推动实验室体系优化升级和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全域创新体系。

十年来，三湘大地一系列高水平创新成果令人

振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成为现实。

超高速轨道交通牵引技术支撑高铁跑出“中

国速度”，“海牛Ⅱ号”深海钻机吹响向“深海”进军

号角，超级杂交稻不断刷新“中国产量”，“天河”系

列超级计算机频频突破“中国算力”；奔腾 CPU、麒

麟操作系统、国科微固态硬盘、景嘉微 GPU 等，形

成自主可控软硬件生态体系……

“十三五”期间，湖南获国家科技奖励 114项，主

持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数居全国第六。2021 年，全

省签订技术合同 17721 项，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金额

1261.3 亿元，分别是 2012 年的 2.7 倍和 28.5 倍；全省

专利授权量 98936件，是 2012年的 4.26倍。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高地

7 月 7 日，汽笛声响，中越铁路进口水果冷

链列车首次抵达怀化；当天，装满“湘品”的“怀化

—河内”中越出境班列，驶出怀化国际陆港。

“这是怀化面向东盟打通的第三条国际物流大通

道。”怀化市市长黎春秋介绍，昔日封闭的山城，如今

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中部

地区率先实现中老、中越国际班列双向开行。

南阻五岭，北迄洞庭，深处内陆的湖南，曾是外贸

小省、进出口弱省。近年来，不沿边、不沿海的湖南全

方位拓展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朋友圈”。

湖南用好“一带一部”优势，打造国际物流大

通道。北经长沙走中欧班列，东出岳阳城陵矶港

通江达海，西向以怀化为枢纽畅通西部陆海新通

道，南沿京广线布局湘粤非铁海联运，围绕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打造区域性国际航空货运集结中心。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长沙海关在全国首创“进口

转关货物内河运费不计入完税价格的审价创新模

式”，实施“提前申报、运抵验放”等通关新模式，提升

通关效率，进一步强化口岸枢纽的带动辐射作用。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居全国前列，中国（湖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建设，中非经贸博览会落

户湖南，海关机构实现市州全覆盖，在湘投资的世

界 500 强企业达 180 家，国际经贸拓展到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新订单不断，只怕做不过来。”邵阳美丽来发制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晓忠说，“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举办前后，到邵阳参观考察的非洲客商有几十批次、

100多人，当年带动公司出口总额达 3.6亿元。”

今年 5月，挂牌一年多的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布 47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20余项成果为全

国首创。在全国 21 个自贸试验区中，打造中非经贸

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独有”的任务。

“我们聚焦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重点领域，探索对

非经贸合作制度创新，着力建设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

散交易加工中心等五大中心，加快建立对非经贸合作

交流长效机制。”湖南省商务厅主要负责人表示。

旅游产业，也是湖南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今

年，湖南将在张家界举办全省首届旅游发展大会，引

领全省文旅产业竞相发展、全面发展、升级发展。湖

南将整合全省优质旅游资源，未雨绸缪布局入境游和

出境游，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引导国内外客商投资旅

游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十年间，湖南对外开放稳步迈上一个个新台

阶。湖南省进出口总额 2012年不足 1400亿元，2021
年接近 6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率达 25.1%。

“全省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全面落

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上闯出新路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

南而努力奋斗。”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下图：长沙橘子洲风景如画。

李 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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