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2年 9月 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巨幅湘绣《千里江山图》今天在长

沙市湘绣研究所绣制完成。“画面”青山绵

延起伏，水波浩淼开阔，林木村野、舟船桥

梁、楼台殿阁错落有致，让人惊艳。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湘绣代表性传承人、长沙

市湘绣研究所（再红湘绣）副所长兼总

工艺师江再红介绍，今年是党的二十大

召开的重要年份，为赞美祖国锦绣河山

与幸福生活，她去年就萌生了这个想

法。今年初，她精挑细选了 10 位 20 年以

上绣龄的“小伙伴”，组成创作团队，历

时 9 个月，按照原画 12 米 1∶1 绣制了这

幅湘绣作品。

江再红介绍，因图画青绿色偏多，

需要用十几套线几百个色阶，但很多颜

色的线没有，需要重新在线厂定染，才

能绣出层次分明的山水。其中，还穿插

了“掺针、滚针、齐针、游针、形状针”等

一系列针法和绚丽的色彩，融入了自然

山水、民俗文化和历史故事。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湘绣代表性

传承人，江再红近年来致力于湘绣的创

新性传承。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培训湘

绣人才 18600 余人，提供 1100 多个就业

岗位。江再红团队还与多所院校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培养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

人才，让湘绣非遗真正“活”起来和“火”

起来。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再红领衔，10位绣艺师历时9个月

巨幅湘绣《千里江山图》绣制完成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全媒体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近日，省工信厅会

同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湖南省生物医药

产 业 链 重 点 品 种 培 育 办 法》，力 争 到

2025 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达到

2400 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产业链）是我

省重点培育的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之

一。据了解，目前我省拥有爱尔眼科、益

丰药房、老百姓、圣湘生物、三诺生物等

一批医药生物上市公司，业务种类覆盖

产业链上中下游。

“ 培 育 一 批 医 药 龙 头 产 品 ，带 动

做 强 我 省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链 。”省 工 信

厅 消 费 品 工 业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每年遴选认定

40 个左右生物医药产业链重点品种，

聚焦具有创新性、独特性、成长性、进

口 替 代 性 ，以 及 关 键 技 术 领 先 、市 场

需求大、发展基础较好且已具备一定

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省产品种，给予

持续支持。

力争到 2025 年，培育出 5 个年销售

额过 10 亿元的引领品种，20 个年销售

额过 5 亿元的龙头品种，100 个年销售

额过亿元的主打品种，10 个省产医药

产品打入国际主流市场；以重点品种培

育带动龙头企业发展，力争培育年销售

收入过 50 亿元企业 2 家、过 20 亿元企

业 15 家。

四部门将分批次发布《湖南省生物

医药产业链重点品种目录》，重点品种

将在创新升级、原材料和设备进口、发

展环境、市场应用等方面获得资金或政

策支持。

湖南生物医药产业链培育一批重点品种
力争到2025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达到2400亿元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全媒体记者

孟姣燕）2022 全国双创周活动湖南分

会场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今天，记者

在“湘向未来”成果展上看到，双创示范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前沿技术成果琳琅

满目。

在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湘江新区

展区，记者看到了由中南大学团队开发

的“灵嗅”产品。“这是一种基于人体尿

素的家庭式健康检测平台。”工作人员

介绍，通过在马桶上贴上传感芯片或者

穿戴手环，能够检测人体中的尿素指

标，5 秒钟便可出结果，并给出饮食、作

息等健康建议。

湘江新区建设“一城五基地”，推

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岳麓山大学科

技城汇聚“两院”院士 40 余名，在校大

学生 30 余万名。湘江科创基地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先

进制造业四大科创产业，预计 2025 年

可 实 现 产 值 100 亿 元 。湖 南 大 学 创 新

转化基地在汽车整车、关键总成及零

部件等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湖南师

大文创基地打造“科创+文创”特色创

新创业片区。国防科大军民融合基地

建设以北斗导航、光工程为重点的协

同创新中心。

株洲高新区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31 个。其中，中国动力谷自

主创新园构建了智能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省发改委介绍，全省 7 个国家级和

127 个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有“帽子”有

“里子”，正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催生

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聚焦2022湖南双创周

创新增动能
创业促就业

有“帽子”有“里子”

湖南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刘文婷 罗森

轻点鼠标，一幅从空中俯瞰张家界

的立体画卷徐徐展开，城区各类建筑高

低错落，公园内绿树成荫，三千奇峰高

耸入云，八百秀水蜿蜒曲折。

9 月 16 日，记者来到湖南省第一测

绘院实景三维项目部，“线上”感受了一

番张家界的绝美山水。带给记者逼真直

观感受的，并非实景摄制录像，而是实

景三维成果。三维立体模型如科幻大片

呈现在眼前，房屋有棱有角、山坡有缓

有急，给人以身临其境感。

实 景 三 维 是 什 么 ？即 运 用 遥 感 测

绘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智 能 感 知 等 新 技

术 ，对 真 实 场 景 进 行 三 维 数 字 虚 拟 呈

现，以三维立体画面客观真实地反映现

实世界。

“实景三维的建设，就是将过去平

面的、抽象的表达，变成现在立体的、直

观的表达；表达内容的核心，也由过去

的点线面转变成现在的地理实体，最终

实现数字‘孪生’现实。”省自然资源厅

国土测绘处处长宋琤介绍。

开展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是“十四

五”时期基础测绘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

任务之一。根据规划，我省力争用 3 年时

间，建成首版实景三维湖南。

实景三维湖南从三维“复刻”张家

界开始。2022 年 5 月，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抽调精干力量驻扎张家界，试图通过打

造“可看、可用、可追、可及”的实景三维

张家界，创新服务旅发大会。

实现实景三维，需要采集海量测绘数

据。张家界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些区域

堪称奇险。为了精准测量武陵源风景区内

一棵树的高度和枝叶发散宽度，测量员需

徒步穿涧越谷，行至最佳测量点，一次次

操作航拍无人机，多角度拍摄采集。

省第一测绘院实景三维部副部长

曾庆告诉记者，实景三维张家界项目首

次采用了基于贴近摄影测量技术的数

字化模型，精度达毫米级，既能全方位

查看景区地灾隐患点周边裂缝并精准

计算地质危岩体的长宽高、面积和土石

方量信息，同时能对景区每一处细节进

行立体、清晰的数字化虚拟呈现。

经“百日攻坚”作战，至 9 月初，张家

界的“一草一木”，均以数字化方式被存

入电脑。实景三维张家界项目开展了 9项

关键技术自主研究，形成了 8 类创新成

果，创下贴近摄影测量技术数字化复刻

大面积自然景观等 3个国内纪录。

记者在实景三维张家界 XR（扩展

现实）体验产品中，戴上 VR（虚拟现实）

眼镜，就可以如仙侠世界中的修士一般

在天门山“乘风御剑”；能乘坐缤纷热气

球，在张家界三千奇峰中穿梭往来；还

能静坐峰顶观霞蔚云蒸、日升月落。

实景三维技术成果成为张家界智

慧旅游平台的数据底座，只要一台智能

手机，游客就能随时随地欣赏张家界多

时 态 、多 视 角 、多 场 景 的 美 景 ，从 有 特

色、有文化、有温度的创新数字化产品

中感受“立体张家界”。

不仅如此，通过张家界三维大屏导

览系统与云上张家界三维 VR 地图，只

需手指在屏幕上点击，一个立体数字张

家界便会出现在眼前，提供“吃住行游

购娱”导览服务。

“ 实 景 三 维 张 家 界 正 式 运 转 应 用

后，不仅能服务旅游产业发展，更将夯

实当地自然资源新型基础设施，提升自

然资源精细化管理能力，支撑城市规划

设计和智慧城市管理。”省第一测绘院

副院长田永雨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帙恒

在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神出鬼没

的黑客时刻威胁着网络安全。此时，守

护网络安全“堤坝”的“白帽子”登场了。

“即使睡觉，也保持着警醒的状态。”湖

南省金盾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

有限公司雨笋教育院长黄佳便是这样

一位“网络军人”，由于在网络安全领域

屡创佳绩，荣获 2022 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黄佳的职业是渗透测试工程师。

“通俗地说，渗透测试工程师就是站在

黑客的思维角度，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来发现信息系统的漏洞，模拟黑客攻击

的方式来寻找信息系统的弱点。”黄佳

说，大学时代，他便预判今后一段时间

信息安全会是一大风口，“加上大众眼

中的黑客非常酷，所以我就立志成为一

名渗透测试工程师。”

从 事 信 息 安 全 行 业 8 年 ，黄 佳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渗 透 测 试 、漏 洞 挖 掘 、

红 蓝 对 抗 。期 间 ，他 多 次 参 与 渗 透 测

试、应急响应、攻防演练相关工作，有

丰富的实战攻防经验；多次参与和指

导 团 队 成 员 参 与 全 国 各 项 网 络 信 息

安全大赛和攻防演练大赛，荣获诸多

奖 项 ；主 导 团 队 为 公 安 、银 行 、电 力 、

金融、通信等行业单位提供网络安全

攻防能力和 CTF 赛事培训，用技术提

升 全 省 各 级 政 府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网 络

安全防护水平。

“最难忘是某政府网站被黑产分子

攻击，我参与应急响应并反向控制了黑

产分子的服务器，溯源了攻击者的身份

信息。”黄佳说，网络安全大于天，无论

什么时候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为此，

即便深夜电话响，他也会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分析突发性网络安全事件原因，迅

速进行应急响应，避免对用户业务使用

产生影响。

2021 年 ，黄 佳 投 身 教 育 行 业 ，成

为雨笋教育院长，肩负起培养网络安

全 行 业 高 技 术 人 才 的 重 要 任 务 。“ 我

将在网络安全行业里，倾囊传授所知

所 能 ，积 极 推 动 校 企 合 作 与 企 业 培

训，传承技艺、塑造匠心，努力造就一

大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高素质网

络安全人才。”

黄佳表示，下一步，将不断锤炼自

身技术，保持对先进攻防技术的学习，

同时为行业发展培养一批有实战经验

的人才，“在诱惑面前守住初心，牢记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职

责使命，做一名全天候网络安全的守护

者。”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抄金 童丹平 方振斌

如果不是宏志计划等资助帮扶，谢

振宇的人生轨迹也许将和父亲一样：辍

学，干农活，结婚，在大山里过一辈子。

教 师 节 前 夕 ，谢 振 宇 阔 别 家 乡 亲

人，走出大山前往清华大学读书。

今年，平江有 4 名学生考入清华、北

大 。今 年 高 考 ，平 江 县 本 科 上 线 率 达

67%，一批批学子成长在青山绿水间，走

出大山求学深造。

一个革命老区县，为何能有如此骄

人成绩？

最漂亮的房子在学校

初秋时节，记者驱车蜿蜒于汨罗江

畔，见到芙蓉学校如盛开的山花，点缀在

天岳街道葛藤坪村的青山绿水之间。校园

“中轴对称”的院落形制、朴素自然的书院

文化风格，让人联想到大城市的学校。

“我很喜欢新学校，又大又美，还有

好多新图书呢！”记者遇到正在学校图

书馆阅读的五年级学生万恩娇，她主动

地给记者当“导游”。走进一间间明亮的

教室，无尘磁性黑板、交互式教学一体

机、空调等设备一应俱全；教师周转房

均配备卫生间和淋浴间。

最美的风景是校园，最漂亮的房子

在学校！漫步平江城乡，记者发现，群山

环抱之中，蓝天白云下，一所所学校扮

靓了这片红色土地。

光彩夺目的不仅是中小学校，新建

的公办幼儿园也如鲜花盛开。

9月 1日，龙门镇由政府投入 1000余

万元新建的中心幼儿园开园。“多功能

室、阅览室、美工室、防摔 PU 地胶等，让

前来探园的家长啧啧称赞，偏远山区能

有如此高规格的公办幼儿园，现在的孩

子真幸福！”园长陈根东介绍，已有 184

名 孩 子 报 名 ，这 个 学 期 幼 儿 园 有 望 满

园。

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张智鑫介绍，近

年来，平江大力实施教育强县工程，奋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今年起，该县

强 力 推 进“ 三 年 攻 坚 计 划 ”，计 划 投 入

8.13 亿元，全面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

“了不起的人”踊跃捐资兴教

突破 1000 万元！9 月 8 日晚，巍巍幕

阜山下，余坪镇举行做大做强教育基金

暨庆祝教师节颁奖晚会。34 名 2022 年度

余坪教育基金会捐资 1 万元以上乡友代

表上台领奖，成为重教兴教的“明星”，

也将教育基金总募捐推向高潮。

孩 子 的 未 来 ，就 是 平 江 的 未 来 。

2016 年 ，石 牛 寨 镇 教 育 基 金 会 横 空 出

世，由 2000 多人次、20 多家爱心企业、几

十个部门单位共同捐资成立，这也是湖

南省首个乡镇教育基金会。乡镇教育基

金会在平江风起潮涌，目前已注册 18 个

教育基金会，总额达 1.2 亿元，每年奖励

师生超过 1300 万元。

2 月 15 日，元宵佳节，福寿山镇思村

中学完成改扩建，一场别开生面的“闹元

宵”活动热闹上演。思村中学校友、澳优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颜卫彬，

携夫人陈淼媛为学校捐资 1260万元。

搬不走的山，留得住的人。黄妹兰

是福寿山镇的一名教师，已扎根山区 38

年。最近，她领到基金会奖励 6000 元。

“现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不比县城里的

差，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她说出

了大多数扎根一线教师的心声。

大山里的学校，常让人想起的是破

旧的校舍。但位于湘北第一高峰——连

云山上的余丽华学校，颠覆了人们的印

象：8 栋崭新精致的校舍依山而建，错落

有致；大城市学校有的先进教学设备这

里也有。

7 月 11 日 至 12 日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副主任彭国甫在平江余丽华学校调研

农村基础教育工作时感叹，很难想象，

如此偏远的乡村居然有这么好的学校。

“这所学校花了 4000 余万元，其中

2000 余万元来自乡友捐赠。”校长陈校

兰介绍。彭国甫竖起大拇指：“捐建学校

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

在平江，像这样的“了不起的人”不

止一个。培才小学、亚林小学、余丽华小

学、思村中学等近 20 所学校重建，背后

都有乡友慷慨解囊。

让老师与学生共同“成才”

“党和政府给予莫大的尊重，我将

继续在‘三尺讲台’筑梦前行。”9 月 10

日，第 38 个教师节，大洲乡中心小学校

长彭文获评“平江县师德标兵”。

对于地处偏远的大洲乡中心小学

的 学 生 来 讲 ，遇 见 彭 文 是 件 幸 福 的 事

情。学校有一块 1100 余平方米的荒地，

彭文觉得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克勤克俭，唯读唯耕。”彭文带领

师生将乱石搬离，整成一块劳动实践基

地，取名为“耕读园”，按春耕、夏种、秋

收、冬藏划分为 4 大区域 24 个方阵，四

周则装饰成读书文化长廊。

劳动课，彭文与学生抡起锄头，按

二十四节气种上时令蔬菜与鲜花。

彭文能有“耕读园”创意，得益于全

国首个大型援教公益“春晖学院”的熏

陶。她说：“不断参与优质培训，让老师

与学生共同‘成才’。”

2009 年 ，“ 春 晖 学 院 ”落 户 平 江 。

2015 年，平江县以获评全省首批教师专

业发展综合改革创新项目县为契机，整

合资金投入做强“春晖学院”，李镇西、

吴正宪、王崧舟等全国知名专家、名师

前来基层援教，平江教师受益匪浅。

来自益阳的名师黄丽君，原是一所

学校的校长。10 多年前，黄丽君便与“春

晖学院”结缘，担任志愿者兼导师。2020

年，黄丽君成为平江教育的“领头雁”。

青年教师王英回忆，黄丽君带着自己反

复研课、磨课，让她成长为语文科名师，

“这方水土成功让名师留下，带动培养

更多人成为名师，教出更多优秀学生。”

如果说“春晖学院”是平江打造的

全国公益培训品牌，“华声宏志班”则是

学生成才的“梦工厂”。“华声宏志班”由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牵头，联手大爱平江扶贫助困

慈善协会共同打造，双方各出资 270 万

元，资助 180 名优秀贫困学子完成高中

学业，每位学生每年获助 1 万元。

如 今 ，曾 经 的“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平

江，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进入教育

强县的行列，去年荣膺“湖南省平安校

园建设示范县”。

省委组织部 省委人才办 湖南日报社 联合出品

·我在一线建功立业

黄佳：

全天候网络安全的守护者

爱在青山绿水间
——平江县全民兴教现象透视

送医进乡村 健康助振兴
9月 18日，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沙坪社区，由省、市、区 3级政协委员

组成的医疗队在给居民义诊。当天，“喜迎二十大 委员在行动”长沙市政协、

开福区政协“健康之家”委员工作室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启动，持续开展

“三送”“五进”“三诊”活动，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的医疗健康

服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一草一木”，均以数字化方式呈现——

实景三维“复刻”张家界

▲ ▲（上接1版）

山村巨变，久久为功。如今，“网红村”

梨树洲一房难求。

全面脱贫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千头万绪。株洲将四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株洲市委书记曹慧泉密集调研，遍访全

市 68个乡镇，提出着眼长远、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做大农业品牌，走

好农旅文康融合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级级落实。各县市

区委书记结合实际，在防返贫、消费帮扶、

乡村治理等方面创新作为。攸县密集开展

产业振兴、乡村建设等“六大行动”；醴陵精

准施策防脱贫，37194 名脱贫户和监测对

象 100%参保……攸县莲塘坳镇下洞村开

发“红军洞”，去年收入 115 万元……

夯实基层力量，株洲加强基层党员培

训，选派 1054 名党员干部，组建 428 支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与此同时，由 1330 名科

技专家组成的服务团，进村下田指导农民

提技增效。

党建引领，尽锐出战，继脱贫攻坚战

后，一场乡村振兴攻坚战在株洲全域打响。

产业强村
——工业化思维发展产业，打造

乡村发展“主引擎”

秋高气爽，醴陵明月镇云岩社区的田

间地头，10 余名村民正忙着采摘玻璃椒。

明月镇成立联村党委，整合 7 家农业

公司（专业合作社），完善产业链，大力推进

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辣椒小镇”

美名远扬。

目 前 ，醴 陵 玻 璃 椒 年 生 产 能 力 6000

吨，加工企业 15 家。近日发布的“2022 中国

品牌价值评价信息”中，醴陵玻璃椒品牌价

值达 1.75 亿元。

株洲将工业重镇70余年沉淀、形成的工

业化思维，“导入”乡村振兴。在做强粮食、生

猪等主导产业的同时，重点培育炎陵黄桃、攸

县香干等“一县一特”产业，持续做大畜禽、粮

食、蔬菜等九大优势特色产业。今年，炎陵黄

桃销售7.2万吨，实现综合产值24亿元。

一批株洲农业品牌叫响。白关丝瓜、王

十万黄辣椒、茶陵红茶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白关丝瓜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产品。

产业融合不断深入。炎陵黄桃小镇、渌口

白关丝瓜小镇被列为市级农业特色小镇，跃

升为县域经济支柱。荷塘区仙庾岭村、芦淞区

卦石村成为乡村旅游打卡地，引来八方游客。

株洲还创新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挂牌全省首

个市级农村产业流转交易中心，目前已交

易项目 639 宗，总金额 8.5 亿元。

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具有株洲特色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逐步构建，乡村振兴“主

引擎”动力更强，小康之路越走越宽。

文明乡风
——建设高颜值“内涵”农村，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攸县酒埠江镇联塘村“幸福屋场”，竹木

葱郁，鸟语花香。村民说，自从村里建了“幸

福屋场”，打牌的少了，读书、跳舞的多了。

乡 村 美 ，不 只 是 颜 值 高 ，还 要 有“ 内

涵”。株洲今年铺开“幸福屋场”建设，将建

成 100 个以上“幸福屋场”。到 2025 年，株洲

“幸福屋场”达 500 个以上。

在株洲农村走访，新风新貌扑面而来。

茶陵县提倡婚事新办，集体婚礼、夫妻共植

纪念树等新式婚礼越来越多；攸县新市镇

福寿万村发起殡葬改革，建立“其善荫永安

堂”骨灰安放室，传统土葬越来越少……

借乡村振兴东风，株洲在所有行政村

建立、完善村民认可的红白喜事章程，510

个村探索建立“村民议事堂”，化解矛盾纠

纷 2.4 万余起。

加强农业农村环境整治，构建县、镇、

村、点四级文明实践网络，株洲创建省级以

上文明村 27 个、文明镇 16 个。

今年，株洲探索实施“村电共治”工程，

建立乡镇与县区公司、村组与供电所、村委

电力联络员与台区经理的三级联动服务网

络，乡村平均供电服务半径由原先 25 公里

缩短至 1.5 公里，服务农产品加工等小微企

业和乡村产业项目 3320 个。

乡村美，农民富，乡风变，湘东新景，醉

人心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