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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邓朝晖

5月26日，位于邵阳经开区的湖南小
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内，一场“惊心动
魄”的实验正在进行。

只见董事长江世军拿出一根一头已裸
露的电线，插入传统用电线路的插座中。待
电线通电后，他将电线的裸露端放进水缸
中，只见原本在水中游弋的泥鳅瞬间没了
生命迹象。接着，江世军将这根电线插入电
能过滤器输出端后面的另一个插座。这个
插座同样带电，但他将裸露的电线放到同
样放有两条活泥鳅的水缸中后，泥鳅没有
任何异样表现。

随后，江世军的动作更大胆——直接
用手接触电线的裸露处。令人惊讶的是，他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工作人员拿了测电笔
放在江世军手臂上、脑袋上，结果显示他全
身都是带电的。

众所周知，触电危险，轻则受伤，重则
丧命。为何江世军在触电时却安然无恙呢？
原来，在插座的输入端加装了电能过滤器，

为他滤除了风险，保护着他的安全。
江世军介绍，这个“保护神”就是公司

研发出的全球首款触电不伤人、不起火的
电能过滤器。

直面“痛点”，专心研发电能过滤器

“中国每年因为用电安全引发灾情的
直接损失高达几千亿元人民币，但此前市
场上并没有相关的产品来解决这个‘痛
点’。”江世军说，研发生产电能过滤器是自
己一直以来的心愿。

多年前，江世军离开新宁老家，南下广
东打拼。工作之余，他结交了一位优秀的电
工朋友，并在其推荐下看了不少专业书籍。
有一天，在学习时，儿时一位女同学触电身
亡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他马上萌生了研
发一款保护人体触电时不受伤害的安全装
置的念头。2015年，江世军毅然辞职，专心
以安全用电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为课题展开
研究。他筹资组建了实验室，聘请了工程技
术人员开展技术攻关，并与多所高校、科研
院所结成技术合作伙伴。

2015年5月，第一台电能过滤器在江
世军的实验室面世。高、低压交流电源经由
该装置后，人体在完全接地的情况下单独
接触火线不会造成伤亡；火线发生金属性
接地时，不会产生强大电流和电火花火灾；
火线触地时，不会产生漏电，有效破解了触
电不伤人、电不起火、不漏电的技术难题。
后经科技部门的科技查新证实，这款电能
过滤器为全球首创。

2015年6月，江世军就电能过滤器的
智能保护电路申请了发明专利。2016 年2
月，他再次就电能过滤器的组装原理安全
用电智能装置申请了发明专利。

随后的两年里，实验室不断强化科技研
发，优化产品性能，电能过滤器装置除了能有
效防止触电伤人外，还在防止电起火、防止漏
电损耗、异常报警、远程智控等领域颇有成效。

创新不停步，力争用电全领域覆盖

2017年3月，电能过滤器技术日臻成
熟，实验室的电能过滤器已经更新到第五
代，并已具备了让其成为电器商品的技术
条件。江世军决定让它走出实验室，走向市
场。他邀请军工企业高级工程师、海归学
者、商界精英，联合创立湖南小快智造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10月被邵阳市
科技局引荐招商，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落
户邵阳经济开发区湘商产业园。

在不断的科技创新中，公司成立后的
一年多时间内，小快智造的电能过滤器已
经升级到第九代，并经国家质检部门审核
出台了全球第一份《电能过滤器通用规
范》，也获得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检验合
格证书。

2018年4月，小快智造对电能过滤器
开始实际销售和安装。产品面市后备受青
睐。截至目前，小快智造已经接到全国各地
代理5600 万元的订单，产品供不应求。为
实现大规模生产，5月20日，公司又订购了
一套半自动化生产线，并计划在2019年实
现生产线的全自动化改造。

江世军认为，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小快智造只有不断研发、不断创新，才能保
持强大的发展动力。为此，公司不断引进人
才，专门设立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借力中
科院、中山大学、中南大学、电力系统、军工
企业等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顶级科技
智力资源，加速企业科技创新。

“现在开发出的电能过滤器，主要适用
于220伏的家庭用电。公司正在全力攻关
380 伏的工业用电安全解决方案技术难
题，力争实现用电领域的全覆盖。”说起公
司近期目标，江世军如是说。

位于邵阳经开区的小快智造，研发出全球首款触电不伤人、不起火的电能过滤器

滤 除 风 险 ，让 用 电 更 安 全

本报讯 进入6月，又到了“考试季”。为了给广大
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邵东经济
开发区提前谋划、多措并举为高考保驾护航。

5月以来，邵东经济开发区先后3次召开专题调度会
议，全面加强全区建筑施工噪声监督管理，并明确要求
开发区所有工地在高考期间暂停施工。为确保该项工作
落实，该区还专门安排干部职工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对
噪音源进行了全面排查，耐心细致做当事人思想工作，
要求其自觉配合开发区开展“护航高考静音行动”。

该区还着力帮助高考考点解决实际困难。作为高
考考点的邵东四中，校门口的道路年久失修，路面泥泞
不堪，师生通行十分不便，无法满足高考期间大规模人
流车流进出的需求。该区召集相关部室负责人实地查
看，筹措50余万元资金对该校周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
确保高考期间交通安全畅通。目前，该考点附近道路已
经完成改造升级。（刘波 申少言 宁文政 程柳）

邵东经开区：

静音畅路 护航高考

记者 刘波

5月25日，邵阳经济开发区蜂巢创客楼
内，由市经信委、邵阳经开区主办的中小企业

“上云”推进会正在召开。作为业界专家，湖南
宝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互联网+与
O2O布局之道》作者简立明向台下上百位企
业负责人讲解了“云”概念，辅导企业“上云”有
关知识。

“云”是什么，为什么要推介企业“上
云”？当天，记者带着问题采访了简立明。

在“云”上为企业加装智慧大脑

简立明介绍，企业“上云”就是指企业通
过互联网的链接，利用云服务商提供的云服
务器、云应用软件、云应用平台，提升企业的
经营、管理效益。中小企业“上云”可以大大减
少企业在服务器购置、软件开发、技术维护、
网络安全等管理方面的运营成本，通过企业

“上云”实现管理“上云”、生产“上云”、营销“上
云”、服务“上云”、开发“上云”，从而实现产品
个性化设计、营销精准化定位、生产智能化加

工、服务人性化贴心，让企业利用大数据和云
计算做好市场的精准分析，开发出满足市场
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赢得市场和用户的青睐。

简立明表示，企业通过“上云”，还可以
实现共享办公、异地远程视频会议、精准分
析用户来源和用户需求、共享大企业的管理
模式等。例如：企业将财务系统“上云”后，财
务总监和企业负责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实
时掌握财务情况，实施应对之策。

位于邵阳经开区的湖南天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是我市中小企业“上云”的先行者
和受益者。天香生物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分
析开发出一系列绿色食品、天然香精香料
等，并通过产品“上云”把市场网点发展到全
国400多个城市。2018年，天香生物推出“共
享蛋糕”，利用公司的中央工厂集中生产中
点、西点，为全市蛋糕店、早餐店等提供定点
配送，并利用天香生物的统一品牌、统一模
式、统一服务标准把这些店改造成公司的加
盟店，同时通过营销“上云”让消费者在手机
端下单，或进入线下门店体验消费，得到了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让企业在“云”端快速发展

简立明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
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
转变，用户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和智能化的生
活体验，并希望通过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产品
来解决生活痛点，提升生活质量。企业要想
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跟上时代的
脚步，把互联网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工具，
为市场和用户提供满足需求或超越期望的
产品或服务。所以，“上云”是中小微企业的
必由之路，是企业通向未来的通行证。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调
整期，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推动数字化转型。
2017年，国家工信部就发布了《云计算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各省市区全面推动中
小企业“上云”。今年2月，我省下发《湖南省
中小企业“上云”行动计划（2018）》，要求推
动全省广大中小企业加快“上云”步伐。我市
更是将全力推进中小企业“上云”行动作为
推进“二中心一枢纽”建设和“产业兴邵”的
重大抓手，并明确提出年底前实现 5000 家
中小企业“上云”的目标。

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自4月开展
这项工作以来，不少中小企业纷纷“上云”，截
至5月底，全市已有3000余家企业“上云”。简
立明表示：“在这些先行先试者的带动下，相信
越来越多的企业会了解‘上云’、自觉‘上云’，
最终实现让企业在‘云’端快速发展的目标。”

我市全力推进企业“上云”，业界专家简立明应邀开展业务知识培训——

助力企业“健步云端”

6月5日是第47个世界环境日。当天，邵阳经开
区环保分局组织环保志愿者走进双清区大塘口小学，
开展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题的环保知识宣
讲。图为志愿者在给孩子们发放环保宣传资料。

刘波 汪庆华 李侦 摄影报道

▲江世军通过实
验展示电能过滤器功
效。 谢冰 摄

◀小快智造研发
生 产 的 电 能 过 滤
器。 谢冰 摄

本报讯 5 月 30 日上午，位于邵阳县工业集中
区的邵阳县世荣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机
器的运转声、员工的吆喝声汇成了一曲别样的“车间
交响乐”。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正在为一些国内一线
品牌生产薄膜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等精密电子元器。世
荣电子公司2015年入驻邵阳县工业集中区，2016年即
实现产值4000多万元，2017年实现产值6000万元，今
年有望实现产值过亿。

在邵阳县工业集中区内的湖南一肯照明有限公
司，同样发展形势喜人。该公司主要生产LED太阳能
路灯，产品已销往德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
公司负责人透露，目前公司已研发出一种自带WIFI功
能的路灯，并在我国部分沿海地区投入使用，一旦打开
内陆地区市场，公司年产值将直线上升。

邵阳县工业集中区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园区紧盯
项目建设“生命线”，严把项目质量关，引进了一批极具
发展潜力的企业，目前已有15家企业入园，而这些企
业也正在成为邵阳县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为县域经
济腾飞积蓄新动能。

2018年是邵阳县工业集中区建设的提速增效年，
园区将通过加紧编制规划，增强发展“张力”；加快项目
建设，彰显发展“活力”；加强要素保障，积聚发展“潜
力”；加大招商引资，借助发展“外力”；加劲高效服务，
提升发展“动力”等举措，力争实现企业主营业务总产
值50亿元，新增规模企业5家以上，实现税收6000万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亿元的总体目标。

（王宇 程懿）

邵阳县工业集中区：

“五力齐发”培育经济增长“生力军”

正在建设中的邵阳县工业集中区。 王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