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湘江新区是国家在中部地区设

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新区以湖南金

融中心为载体，致力于运用“优化专业服

务、提质基础配套、培育龙头企业”等方

式，充分吸引金融产业链的相关企业入

园，形成了“传统金融机构＋基金＋金融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四梁八柱的产业

格局，构筑了要素聚焦、人才聚合、机构

聚集的良好局面。

然而，该区的科技金融发展也面临

着一定的困境，迫切需要政府引导、金融

机构主导、企业参与、多方协同，进一步

以科技金融赋能湘江新区企业创新发

展。

一、丰富科技金融产品，全过程为科
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密切回应科技型企业在初创、成长、

成熟期各阶段资金方面的迫切需求，园

区政府可组织由银行、基金、行业协会等

共同组成的银企联合体，研究探索各种

类型的科技金融产品，转变金融产品应

用方式，为企业成长壮大提供资金支

持。进一步完善长沙银行“投贷联动”，

包括投贷跟、优才贷和认股选择权，丰富

银行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解决企业尤其

是科技型企业发展前期缺少抵质押物融

资的痛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银团贷

款、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类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等多种信贷方

式。进一步优化风险补偿贷款。贯彻落

实《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科技金

融风险补偿信用贷款工作管理办法》，树

立新区作为湖南省知识价值风补贷款首

批试点区域的标杆效应，着力推动风补

贷款进一步扩面、提质，在2023年11月

累计发放风险补偿信用贷款15.12亿元

的基础上，降低企业融资门槛、简化审批

流程、扩大贷款规模。助力更多科技型

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创新发展，赋能更多

高科技企业取得成功。

二、产业基金赋能，助力科技型企业
创新发展

湘江新区应进一步发挥以湘江基

金小镇·麓谷基金广场为平台的基金的

作用，在政策支持力度升级、国资基金

板块分类整合、科技金融品牌影响扩大

等方面持续发力，深化产融对接，进一

步围绕基金运行“募投管退”核心环节，

充分发挥新区资源优势，通过优化银企

对接服务搭建起资本与产业的交流平

台。在人才支持基金、科创引导基金、

产业引导基金、上市企业投资并购基

金、重大项目专项基金的基础上，增设

“知识产权金融基金”等创新基金产

品。扶持圣湘生物等高科技企业“爬坡

过坎”，助力锐异资环等科创企业“攻坚

克难”。加速各类金融要素向湖南湘江

新区聚集，形成资金聚集、人才聚合、产

业聚焦的良好局面，不断推动科技创新

和实体经济发展。

三、巧用科技金融工具，促进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

运用基金、授信等科技金融工具，

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培育一大批独

角兽和瞪羚企业。新区产业基金应继

续贯彻“三管三不管”原则，切实加速消

除政府引导基金“募不起来、投不出去”

的弊端，同时，积极探索“收益让渡、同

股同权”，基金让渡即将部分基金收益

让渡给民营机构，仅作返投要求，在激

发民营机构积极性的同时促进新区发

展，真正做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从

保障机制入手，以活的机制保障师生创

业项目真正得到金融活水“滴灌”。以

安牧泉的高端芯片、福米科技的微步等

为范示，进一步促进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等高等院校师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助

力更多朱文辉、王安全等在湘高校教

授、毕业生投资兴业。

四、优化科技金融格局，建立良好的
金融科技生态圈

持续完善和优化“持牌金融+基金

小镇+金融科技+配套服务机构”四柱支

撑的金融产业格局，以“科技普惠金融”

为发展定位，在中国首个金融科技孵化

平台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筑巢引凤”力

度，吸引福米科技、赢和信息、萨摩耶等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领域具备

核心竞争优势的金融科技企业落户新

区，集中优势金融力量，为世界计算·长

沙智谷项目等长沙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

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扶持一大批

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大干快上、做大做

优，经过三至五年的发展，以税收回馈金

融，使金融机构发展壮大，构建完善和良

好的金融科技生态。

（本文系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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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评估在醴陵市开展试点

运动赋能成长运动赋能成长
11月21日~23日，桃江县石牛江镇芙蓉学校

举办首届校园体育文化艺术节。活动中，该校融

合了文艺汇演、静态展示传统文化作品、篮球赛、

田径赛等项目。

林蓉蓉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唐可为）为更好促进

新课标落地，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

师理解运用新课标的能力、贯彻新课标精

神、掌握新课标精髓，11月25日，衡山县

教育局在县职业中专考点设置 53 个考

室，以高考组考标准组织义务教育阶段

2299名教师分学段学科进行新课程标准

应用能力的闭卷测试，检验该县新课标教

师学习、培训实际成效。

此次新课标检测，不仅考核了教师对

本学科新课标的掌握情况，又以考促学，

督促教师主动研读课标，挖掘教材，营造

了浓厚的“学课标、用课标”的教学氛围，

为全县中小学教师依标施教、减负提质和

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教新报全媒体记者 王燕 通讯员 杨虹

“那次你被同学欺负不是我没有看

到。我是害怕和你一样受到欺负”“各

位家长，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对

你的爸爸妈妈说什么？”…… 近日，“美

好教育 心醴有你”栏目（第二期）在醴

陵市五里牌小学录制结束。这是醴陵

市大心“醴”服务体系构建以来的新举

措，也是湖南省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

开展区域试点的首次尝试。

11月16日，教育部印发通知，成立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简

称咨询委员会），承担全国大中小学心

理健康工作研究、咨询、监测、评估、科

学普及、引领指导等职责。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上级精神，华中片区湖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尹华站教授成立湖南

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评估小组，负责全

省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本次以醴陵

市中小学为样本，按照“三融入”的原则

开展样本探索，以科学研究为引领、服

务发展为目的，开展区域内实践调查，

推动科普宣传，为全省心理健康工作提

供决策参考。

以普查为契机，抽样调研融入科学研究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上课总有想睡

觉的，参加活动时也感觉精力不足，是

不是因为熬夜看书了，或者晚上睡眠质

量不太好？”城北中学的班主任致电评

估小组老师时问道。

青少年的睡眠质量是衡量其身心

健康的重要指标。本次评估以青少年

的睡眠质量为切入口，按照“普遍与特

殊结合、横向与纵向结合”的原则，在全

市中小学生心理普查的基础上选取醴

陵三中（高中）、城北中学（初中）、阳三

石小学（小学）进行抽样，在普遍心理问

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并连续做三阶段

的追踪测试，旨在通过探索青少年睡眠

质量的演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全面揭示

中小学心理健康成长规律。

以试点为样本，多元活动融入服务发展
“在高中我遇到一个对我来说很特

别的人，她让我感到特别有安全感

……”在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

校，心理社团学生正在用幸福速写九宫

格来寻找心理资本。

在本次调研之前评估小组就已进

入到各学校，帮助其开发心理资源，打

造“一校一品”的心育文化。如城北中

学开展巴林特小组，提升初三年级学生

的心理弹性；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

学校通过开展的叙事取向的团体辅导

工作坊提升中职生心理资本。

以创新为特色，资源整合融入科普宣传
“如何让特殊孩子不再‘特殊’，真

正做到融合教育？”湖南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评估小组副教授李丹来到醴陵市

心理健康管理中心，指导该市教育局如

何打造“医校联盟”。

本次试点充分考虑受教育的各类

群体，整合“家校社”资源，落实家访、学

生谈心工作及考核机制，助力家长育儿

有方，并发挥青春健康教师讲师团的作

用，进到各中小学进行科普宣传。

湖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评估小组

相关负责人表示，评估小组将积极履

职，准确把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现状、

发展动态及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并向

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报告。

安化：
推进县域

高中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谌曼婷）近日，安化

一中“特立体艺馆”项目顺利开工。“徐特

立建设项目”是202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

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是破解县域高

中振兴难题的重要举措。

安化一中“特立体艺馆”是一座集体

艺教育、文化交流、展览展示、学术研讨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项目建成

后，将为安化一中师生提供一个优质的、

高水平的体艺教育平台，改写安化前乡

片没有大型体艺场馆的历史，对促进全

县群众文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安化县教育局坚持把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牵

引”，积极支持特立体艺馆的建设，为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

着力营造“审批少、流程优、机制活、效率

高、服务好、治理强”的营商环境，助力全

县民生实事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金融赋能湖南湘江新区企业创新发展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胡文艳

衡山：
开展新课标
应用能力检测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