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16年底召开的湖南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湖南省正

式发布《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省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

见》）。由此，深化改革创新，湖南“路线图”揭晓。43 条新

政，努力让科技创新“不差钱”。《实施意见》有四大看点：

定位精准。以建设科技强省为目标和引领，为确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有力

支撑。

目标具体。到 2020 年，综合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

强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2.5%；到 2030 年，跻身全国创新型省份前列，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达到 2.8%。

重点突出。涵盖重点领域技术创新、企业、高端创新人

才、创新服务体系提质升级等 11项重点任务。

措施到位。以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科技强省建设，

将科技强省建设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国企负责

人的考核评价体系。

围绕该《实施意见》，湖南还同步出台了《湖南省“十三

五”科技创新规划》《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

43条新政
让创新“不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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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有一家农业电商的后起之秀——

大茶网。这是一家 2013 年底起步的电商平台，

其壮大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它首个引入了“O2O”模式，线上可下单、线

下能体验。也因为这种体验式消费，不断加强着

平台消费者的粘性。截至目前，大茶网在全国建

有近2000家体验店，拥有注册会员5000万。

在打开了茶叶互联网销售市场后，董事长

刘健又带领企业野心勃勃地瞄准了“互联网+

扶贫”。在他看来，“互联网+扶贫”最大的瓶颈

是，贫困地区许多农民对互联网或新型渠道方

式知之甚少，更别说操作。于是，大茶网创新

尝试发展经纪人，通过农村经纪人主动帮扶农

民进行农产品网络化销售与运营。这些经纪

人一类主攻农村特色农产品货源，帮助农产品

互联网上行；另一类主攻城市买家，直供城市

家庭，促进精准消费。截至目前，大茶网拥有

农村经纪人近 10 万。

去年“双 11”，大茶网采取“我是县长我代

言”的方式，邀请了 11 个县的县长，为自己县内

农特产品做直播推荐。此举加大了消费者对平

台的信任度，成为拉动“双 11”企业平台消费额

的利器，使得当日销售额超 2 亿元，创造了一个

小电商平台的新神话。

互联网+扶贫成就农业电商后起之秀

2016年5月，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赛

区）暨第三届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如今赛事已

毕，“舆情”未了：截至2017年1月13日，网络相关新闻

超1102篇，专题点击率达180万次，单篇稿件总点击

超13万次，视频点击播放量达30万次……

企业“网红”不少。大赛最具人气奖得主株

洲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称，赛后接客

户咨询量增加了 50%，投资机构关注度直线上

升。从名不见经传，到突然找到“明星感”，难怪

企业直呼“幸福来得太突然”。

网民点评“太好”。网民“杜七年”称：“棒！湖南

创业氛围越来越好，那些远在外地的湖南人可以回

来了，湖南提供了一个广阔天空。”网民“海角”留言：

“这种活动该多多举办，让青年人有更多创业机会。”

一场专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赛事，原本似

乎只是政府与创业企业间的“故事”，竟也折腾出

了《我是歌手》的“调调”与热闹。不得不说，湖南

创新创业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创新创业激情

越来越高涨，创新创业的氛围越来越“嗨”。

其实在赛场外，湖南创新创业企业的故事

还有很多。

他们为何能在双创中“嗨”起来
——湖南创新创业有情怀有创意有绝招

2016年 9月 12日，对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朱俊东来说，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心

被授予“2016 创响中国湖南湘江新区双创示范基

地”。对于一家被作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示范

标杆的老牌孵化器来说，这是一份新荣誉，也是一

份肯定。

1996年，由创业中心与交流中心整合形成的长

沙生产力促进中心诞生。有着创业“基因”的中心，

1990年就开始了对孵化器的原始探索，也奠定了其

为湖南省最老牌孵化器的地位。2003年，中心正式

成为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截至目前，中心已构建

起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培育、产学研合作与技术转移

公共服务等七大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与科技支撑平

台。

去年 3 月，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的长沙景

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中心精心“孵化”出的

中小企业“大咖”。公司成立不久，便在中心帮助

下，获得了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初创期）30

万元的支持。中心还帮助其技术实现了国家级资

质认可，促成了社会资本对企业前景的看好，并为

其快速发展注入了大笔后续资金。

至今，中心创造性地运用政策孵化、借窝、建

窝、专业孵化及网络孵化等模式，孵化出湖南创业

电力、爱威科技等 5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转移转

化科技成果 6000 多项，增加产值 500 多亿元，增加

税收 50亿元以上。

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老牌孵化器助“小微”成“大咖”

走近加速器

“十三五”开局之年，湖南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6859亿元，同比增长 16%，高

出 GDP 增速 8.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 21.7%；12

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科技创新中存在的“短板”仍须重

视。譬如，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较低，R&D 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资源配置分散、体系化程度

不够，造成科技资源碎片化、孤岛化；资源聚焦度、开放度、

共享度不高，省层面科技资源统筹整合亟待加快推进，覆盖

面亟待扩大，尤其是服务基层、服务县域经济、惠及草根方

面，短板较突出。

说短板，是为了居安思危。我们要立足自身实际，发挥

比较优势，抓好特色优势领域的技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持续推动重点领域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将科技

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人才引进、创新人文环境建设、科技政策与改革等关键

环节，查找短板，采取一批落地管用的举措，扎实补齐短板。

未来，湖南将对标“2020 年综合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2030 年跻身全国创新型省份前列，2050 年建成科技强省”

的战略目标，持续精准发力，重点实施创新人才集聚、科技

创新重点研发、创新环境建设、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科技创

新基地建设等五大工程，当好建设科教强省的排头兵和生

力军。

今年，我们也定了科技创新发展“小目标”：强化全省科

技创新体系化布局，打造以长株潭自创区为核心的科技创

新基地。有六大量化数据：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比重提高 1.5 个百分点以上；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增加

20%；全省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 0.25 个百分点；长

株潭自创区技工贸收入突破万亿元；年度技术交易总额提

高到 120 亿元；打造 10 个左右具广泛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

科普、创新创业大赛品牌活动。

新的一年，我们将围绕主目标及设定的年度“小目标”，

进一步强化战略谋划指引，把科技创新重点规划落到实处，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引导，进一步提升科技管理

服务，撸起袖子加油干！

给科技创新发展
定下“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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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红了企业，热闹了网络。

在盛产娱乐文化的湖南，一场专注创新创业的赛事，竟也能折腾出欢乐的

“综艺范儿”。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更让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创新故事显得格

外有味道——一条全生态产业链，让“劈柴，喂马，周游世界不再是梦想”；一个

不只卖茶的电商，让互联网+精准扶贫找到了“落点”；一个创意十足的关键

idea，让纸质资料轻松跻身“数码世界”……

有情怀有担当，创新就是这个玩法！

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童旭东

在湖南琴海数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间工作

房里，20余名工作人员熟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左手“粘”张文档放在桌面机器的“灯”下，右手迅

速在机器上点击。不足 1秒，这张文档就同步产

生了缩微胶片影像和数码影像。

该公司是一家拥有独创“缩微数字一体化”

技术的新三板企业，也是全国应用技术最先进、

规模最大的档案缩微数码专业公司。每天，医

院患者病历、各类档案等纸质文档，在这里转化

为现代化微缩胶片与数字影像存储，并实现文

档信息化管理。

回忆起创业的初衷，董事长陈正全说：“文

件存档，胶卷照片形态具法律效应，数字化扫描

因有篡改可能性，而不具备法律效应。我们就

想，能否将缩微拍照机与数码相机‘连接’，使它

们同步产生完全一致、可互相对照的图像？这

样一来，数字化图像也能具有法律效应。”

想法看似简单，实现却不容易。不仅要用大规

模拍照的方法，对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还要

研究如何使两个相机镜头在不同位置拍摄下，既做

到互不“干涉”，又要产生一模一样“视角”的图像，以

及处理相机的散热、环境湿度等问题。

“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来实现这个缩微数

字一体化工作站原型机。”陈正全说，“我们还在

为满足不同种类档案保存需求，继续研发新设

备。同时，企业10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档案数据历

史资料，如何‘盘活’，也需要创新。”

独门绝技助力“缩微”企业挂牌“新三板”

常德西湖农场区域，原是个“鸟不拉屎”的

僻静地方。现如今，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让这里草肥了、牛多了、奶鲜美了。他们建立

了养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引进的高产荷斯坦奶

牛的现代化、标准化奶牛养殖基地；种植了面积

超 1000 亩的优质草场；建成了年产 4 万吨的乳

品加工厂和净鲜菜加工厂；还有一个口口相传，

游者不断的特色奶牛观光旅游园。到了这里，

“劈柴，喂马，周游世界”的“幻觉”，分分钟产生。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魏仲珊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企业的创业梦想是以“一杯牛奶强壮一个

民族”。于是，便诞生了这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鲜奶“王国”，构建了从牧草种植、奶牛养

殖、乳品加工到生态观光的全生态产业链。

“生态农业很火，但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光有

情怀还不够。我们本着科技是核心，产业是载体，

旅游是灵魂的宗旨，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把这个

产业做得既有情怀，又有良好收益。”魏仲珊说。

多产业融合打造有情怀的鲜奶“王国”

科技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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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人牧业与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饲用苎麻收割机试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