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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至4日，2020世界计算
机大会将在长沙举行。作为计算机
技术的核心与灵魂，软件业的强弱可
反映一个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
1�0月27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了拓维信息、CSDN、金盾、奇安星城
等软件湘军，发现湖南已涌现出一
批有实力、 有特色的软件企业，并
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

企业：软件湘军实力不凡

在全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的行动中， 湖南走在了前列，
其中拓维信息功不可没。“新系统
不仅（助力）成功取消了25个省界
收费站，实现全网一体化收费运行
管理，还可为省高速管理方挽回超
2亿元/年的通行费流失。” 拓维信
息集团品牌市场总监蒋真自豪地
告诉记者，2019年， 拓维信息联合
华为，重构了省中心、分中心和站
级收费软件系统。

除了在交通领域一展身手外，
拓维信息在智慧教育领域同样表
现出色，与华为合作打造了新一代
考试安全及智慧考试指挥平台，年
考试及评价数据处理量超2.6亿人
次。

湖南金盾是我省首家具备等
级测评资质的测评机构。“近年，公
司在一系列网络安全赛事中表现
突出，如获2018年测评机构网络攻
防大赛一等奖，2019‘湖湘杯’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应急演练
比赛一等奖……”公司执行总经理
罗晓燕介绍，目前国内具备等级测
评资质的公司不足200家， 具备密
码测评资质的不足20家，而湖南金
盾同时具备这两项资质。

今年5月，CSDN总部正式落户
长沙，将与长沙共建中国开发者产
业中心城市。这个专业开发者社区
覆盖了全球90%以上的中文开发
者，70%以上的IT专业人士， 拥有
3000万的注册用户及1000多家企
业和合作伙伴。

今年6月，由奇安信(北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和湖南雨季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奇安星城正式
成立，将致力于打造国内城市网络
安全运营服务的龙头品牌， 成为
“中国领先的城市网络安全主体责
任服务商”。

行业： 产业集群已成 人才聚
集力日盛

目前，湖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已形成长沙为核心、特色园区
载体丰富多元的集聚发展格局。据

统计，2019年湖南省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营业收入984.7亿元， 同比增
长31.0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个百分点。

中国中部唯一的国际级软件
产业基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
业数量超万家， 从业人员近十万
……这是近年长沙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行业发展的成绩。

“在这里， 技术人员将可享受
深圳工资、 长沙房价、 全球视野。”
CSDN�副总裁李超受访时表示，CS-
DN计划在全国发起“程序员回湘大
行动”， 联合一大批优秀软件企业在
长沙建设研发基地，吸引深圳、北京、
上海一线城市优秀软件人才，助力长
沙软件产业发展。 ■记者 胡锐

本报10月28日讯 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呈
现蔓延态势。 疫情冲击之下，
尽快提升公共卫生防控救治
能力，重塑公共卫生安全成为
至关重要的命题。

湖南一直在行动。历经长
达9个月的酝酿、起草、修改、
完善， 一份重磅文件———《湖
南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
重 点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0-2023年 )》（以下简称
《方案》）正式出台。

《方案》明确提出，湖南将
全力推进“一网三中心一基
地”(即疾病预防控制网，国家
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大
湘南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大湘
西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医疗物
资储备基地)建设。力争通过
三年努力，使湖南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处置能力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

未来4年， 湖南将投入
300多亿元， 实施200多个重
点项目，实打实提升公共卫生
防控救治能力。

重点提升4大能力
建设4大体系

今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
委印发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
能力建设方案》。据了解，落实
国家部署， 湖南是最快起草、
出台相关行动方案的省份之
一，这也是湖南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
践。

《方案》突出问题导向，着
重解决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
疾病防控体系不完备、应急救
治基础不扎实等突出问题，着
重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根据《方案》内容，我省将
通过“一网三中心一基地”建
设，重点提升疾病防控的快速
反应能力、集中收治的兜底救
治能力、医疗物资的应急保障
能力、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撑能
力等4大能力。

同时， 全面建立覆盖到
位、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建立分
层分级、平战结合、系统联动
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体
系；全面建立紧盯前沿、协同
创新、综合配套的科技人才支
撑体系； 全面建立医疗防治、
物资储备、产能动员为一体的
应急医疗物资保障体系。

通过三年努力，使湖南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达
到全国领先水平，人民群众享
有高质量的健康服务和高水
平的健康保障。

“三年”目标：
建设“一网三中心一基地”

一网即加快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网。

我省将通过建设国内一
流的区域性疾控中心， 实施
市县疾控能力提升工程，提
升基层公共卫生和监测预警
能力， 建成省市县乡一体化
疾病预防控制网络。此外，采
用省市共建模式， 以长沙市
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
一人民医院北院) 为基础，还
将建设湖南省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承担全省艾滋病、寄生
虫病、呼吸道疾病、传染病及
不明原因疾病等患者的集中
收治、隔离救治、诊断治疗及
指导援助。

三中心， 以部省高等院
校及大型医院为主体， 建设
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及大湘南、 大湘西区
域医疗卫生中心，形成“一主
两副 ”医疗“高地”。到 2023
年， 全省传染病床位达到
15500张;重症监护病区床位
达到11900张;应急救治设施
配置完备;感染、呼吸、重症
等专科排名进入全国前十，
满足全省特别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Ⅰ级 )医疗救治需
要。

一基地， 即建设区域级
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基地。依
托省疾控中心建设区域性疫
情防控物资储备基地10000
平方米，衡阳、怀化2个省级
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各5000平
方米， 其余11个市级医疗物
资储备基地各3000平方米，
配套建设智能化的仓储、调
配、物流等系统，储备药品、
疫苗、 试剂盒和医疗防护用
品等应急医疗物资及设备，
配套建设中药材、 中药饮片
和中成药储备基地， 可满足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Ⅰ级)应急需要。

统筹建设
5个移动救援救治中心

此外，《方案》 还提出，建
设平战两用应急设施系统。

统筹建设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湘雅二医院、湖南省人
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5个移动救援救治中心，建
设长沙、衡阳、怀化等3个空中
救援中心。

新建或改建大型体育场
馆、展览馆 (会展中心 )等公
共设施时， 充分考虑应急需
求， 完善场地设置、 通风系
统、 后勤保障设计， 预留管
道 、 信息等接口和改造空
间， 使其具备快速转化为救
治和隔离场所 (方舱医院 )的
基本条件。

同时，大力引进先进科技
和高端人才，整合省内科技和
人才资源，推进公共卫生“产、
学、研、用”一体化，构建新型
传染病防治模式。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龙飞鹏

4年投300亿，提升卫生防控救治能力
我省将全力推进“一网三中心一基地”建设 到2023年建成中部领先的医疗“高地”

湖南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到2022年底，长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营收或达2000亿

根据《长沙市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 务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到2022年底，长沙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突破1500亿元、力争达到2000亿元，
年均增长25%以上;企业数量3万家，
从业人员超30万人，新增承载空间
200万平方米。 长沙软件园进入全
国软件园区前十强。

链接

长沙软件信息类从业人员
或超30万人

依托湖南医药学院及其附属医院，
整合怀化市市属医疗资源， 建设大湘西区

域医疗卫生中心。主要服务怀化市、湘西自治
州、张家界市等地，辐射湘黔桂边地区。

到2023年， 建成大湘西地区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综合、感染、重症、创伤、呼吸等5个
学科获得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或国家级
重点平台(排名全国50强)，实现大湘
西重点病种患者区域内诊疗比例达

到95%以上。

大湘西区域
医疗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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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南华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整合
衡阳市市属医疗资源， 建设大湘南区域医

疗卫生中心，主要服务衡阳市、郴州市、邵阳
市、永州市等地，辐射湘赣粤边地区。

到2023年， 建成大湘南地区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心血管、神经、内分泌与代谢等3个
学科获得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或国家级
学科平台(排名全国50强)，实现大湘
南地区重点病种患者区域内诊疗比

例达到95%以上。

大湘南区域
医疗卫生中心

以中南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为依托，统
筹在长沙市的医疗资源， 创建国家医学中心

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主要辐射长沙市、 株洲
市、湘潭市、益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等
地。

到2023年， 建成国家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重点病种诊疗水平与北京、上海
等地差距大幅缩小，建成中部领先、

辐射全国的医疗“高地”。

国家医学中心
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制图/刘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