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9月15日上午，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在湖南省科技馆启动。 记者 朱蓉 摄

9月15日上午，“把握新科技
革命突破口，加快推进创新引领
发展”主题论坛在湖南省科技馆
举行。作为2017年全国双创活动
周湖南省分会场的重点专项活
动之一，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桂卫华，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宏灏以及中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陈翔、郭学益等专家进行
了主题分享。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科
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
益凸显， 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
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导地位更加突
出。本次论坛围绕“把握新科技革
命突破口， 加快推进创新引领发
展”的主题，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的发展态
势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
玉立表示，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
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本次论坛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全新解读和拓展， 能够让大家
开阔新视野、把握新动态、启发新
思考，激发新活力，更好地推动工
作。

据悉，此次报告会吸引了来自
省直属各部门、14个市州、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
相关学会、协会代表近200人参与，
现场反响热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激发了全社
会创新创造热情和活力。

■记者 朱蓉
见习记者 陈柯妤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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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周”湖南分会场在长启动 我省第二批24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授牌

未来“双创”机会在哪？听大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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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5日讯 今天，
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以下
简称“双创周”）启动仪式在湖
南省科技馆举行。 启动仪式
上， 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长沙县现代农业创新示范
区等24家第二批省级双创示
范基地正式授牌。

全省高新企业突破2000家

据了解， 此次双创周围绕
“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动能”的主
题， 组织开展十大专题专项活
动，包括“创响中国”巡回接力湖
南（湘潭）站活动、双创新成果展
览、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等。

近年来，我省涌现了众多引
领潮流的创业先锋，也诞生了许
多领先全球的创新成果。 省委、
省政府对双创工作高度重视，出
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2016年以来， 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2000家； 新增市场
主体290.89万户， 增长12.6%。
数据显示， 全省省级中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已达104家，创
业创新基地共入驻企业7369
家，吸引就业20.65万人。今年，
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其中“双创”发挥了重大作用，成
为经济行稳致远的活力之源。

此次活动为期七天，持续到
9月21日。双创周的举办将进一
步为宣介双创政策、 展示双创
成果、交流双创经验、营造双创
文化， 推动双创工作不断向纵
深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4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授牌

目前， 我省共获批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4家，国家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2家，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12家，中

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
工大学入选全国高校创新创业
50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双创
周启动仪式上，还对我省第二批
共计24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进
行了正式授牌。包括浏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长沙县现代农业
创新示范区等。

在我省“双创”的过程中，涌
现出不少优秀的创业代表，获得
园区的支持实现更加快速的发
展。天然工坊董事长杨济铭就表
示，在创业过程中，因为入住了
园区，获得了房租等相关资源的
支持以及税收上的减免，“丰富
的创业活动及相关峰会，让我们
在观念上、思想上和具体的操作
层面上受到很大的启发。”

优惠政策落地
双创企业享红利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
生根，我省“双创”环境不断优
化， 创客群体不断壮大，“双创”
氛围不断向好。

“在双创周前一个多星期就
做准备， 我们非常重视。”58众
创创始人吴阔告诉三湘都市报
记者，此次参会主要展示的是众
创从去年9月运营到现在一年以
来阶段性的小成果，“我们有一
个专门的政务小组，专门梳理政
策，为园区里面所有企业进行对
标服务。”

吴阔介绍，梳理政策是指政
务小组全线了解全国的、 全省
的、全市的相关政策，在进行
整体性梳理之后，为入园企业
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度高的
话，对企业享受相应国家政策
有好处。” 据他介绍， 截至目
前，58众创内入驻企业的政策
匹配情况不错。
■记者 朱蓉 见习记者 陈柯妤

“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
划， 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
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
造， 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
废物排放明显减少，循环发展
对污染防控的作用明显增
强。”2016年8月， 国家发改委
就《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征求
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
见，提出到2020年绿色循环低
碳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的基本
规划。

郭学益认为，目前，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的任务变得更加
迫切。他提出囊括了推行生产
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再生产

品和再生原料推广使用制度、
完善一次性消费品限制使用
制度、 深化循环经济评价制
度、强化循环经济标准和认证
制度、推进绿色信用管理体系
等强化制度供给的6个制度。

其中，建立再生产品和再
生原料推广使用制度是指实
施原料替代战略，引导生产企
业加大再生原料的使用比例，
推进大宗固体废物替代建材原
料；深化循环经济评价制度实质
建立以主要资源产出率、主要废
弃物循环利用率为核心的循环
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支持和鼓励
科研院所、高校等三方机构参与
评价评估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桂卫华认为，知识型工作
在当代社会分工中占有压倒性
的重要地位，其核心要求是完成
复杂分析，精确判断和创新决策
的任务，而知识自动化则主要是
指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知识自
动化将成为未来重要颠覆性技
术———在现代企业生产过程
中，很多知识型工作将来可以通
过自动化技术由机器来完成，从
而实现知识自动化。

在桂卫华的理解中，知识
型工作指的是对知识的利用
和创造，是具备知识才能完成
的工作，或者有知识的人或系
统完成的工作，是生产有用信
息和知识的创造性脑力劳动。
此外，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则
指的是专业技术人员、 科学家
等知识型工作者， 他们有能力
运用自己的智能不断创造新的
价值和创造新的知识。

中国工程院院士桂卫华：
知识型工作将可由机器完成

周宏灏认为， 智慧医疗应
该以患者为中心，借助先进的网
络技术， 整合患者的基本信息、
病例数据、病例记录、检验结果，
一直到财务和医疗保险等信息，
这些信息的记录在患者一生中
持续，同时能够实现在政府管理
人员、病人之间的信息共享。

他说，发展智慧医疗是为
了建立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
全面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信
息和医疗资源的共享，促进医
院服务的标准化，提高医疗监
管的人力和效率，从而改变医

疗的系统模式。
这其中，智慧医疗最重要是

基础设施平台， 主要是各个数据
的采集、分析然后提供到集成、储
存、 处理， 然后服务于大众和医
疗，进入到云平台，服务大众。

最后，周宏灏提出，随着
智慧医疗的未来和进步以及
医疗体制的进步，未来的智慧
医疗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移
动医疗起到突出作用，以一个
人为核心，充分的利用现有的
信息来管理，这是智慧医疗未
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
将形成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体系

陈翔在分享中介绍，大数
据系统是指通过仪器设备所
获得的CT、 心电图等检测数
据、 涉及门诊病人病症表现、
加速病史、医生医嘱等经验等
现场数据以及与医院管理、服
务以及病人生活相关的环境
数据共三大类数据，形成统一
标准后录入并存储到数据库。

据了解，2016年3月，湘雅
医院编制了《湘雅医学大数据
数据集规范基本信息数据

集》， 完成了三家医院离线医
疗数据的汇聚和转换。9月，湘
雅医院完成IDC（互联网数据中
心）一起建设，完成了跨院电子
病历检索系统开发。

对于大数据系统应用的目
标， 陈翔也提出了三阶段的发
展目标，“短期内， 我们将形成
具有湘雅特色的数据标准、搭
建医学大数据平台， 以实现面
向医疗健康纵向领域， 不断扩
充数据及其应用的中期目标。”

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翔：
电子病历实现跨医院共享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学益：
推进绿色循环发展变得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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