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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万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脉医疗）自主研发的“多导
睡眠监测仪”进入产品测试阶段。该产
品可实现全通道24bit采样，支持250Hz
至4000Hz采样率、存储率，是万脉医疗
又一个独立攻克的核心技术。

万脉医疗是一家专业从事睡眠呼
吸监测和无创呼吸通气设备研发的高
科技创新型企业，曾参与1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2项湖南省科技项目研发，获
得授权专利53项（其中包含2项国际发
明专利与31项国内发明专利）、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15 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 8 项。近年来，该公司获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湖南省“上云上平台”标杆企业，获

得湖南专利奖等奖项，并在近期荣获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

“公司申报的各项知识产权离不开
科研人员的努力，科研人员也在申报知
识产权的路上不断成长。”万脉医疗知
识产权负责人杨鸥说。

万脉医疗十分注重对实践型人才
的吸纳及培养。在公司新进人才的选拔
上，“不唯学历凭能力”成为选人用人的
基本准则。

在研发项目中，各类人才被分配到
相应小组内，公司上层决定好研发方向
后，小组成员在一步步的探索中积累经
验，进而提高科研能力。他们长期致力于
品牌专利技术研发创新，承担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

对”专项和省级重点科研课题，进一步促
进万脉医疗整合呼吸诊疗装备产业的创
新资源，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经过不懈努力，
研发小组成员攻克了许多难题，并斩获

“创新达人”“小荷人才”等创新人才奖以
及创新创业大赛国家赛优秀奖等奖项。

自 2019 年以来，邵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持续指导万脉医疗创新发展，将
其作为重点企业给予战略项目政策支
持，在商标品牌建设、专利申请优先审
查、专利转化运用、质押融资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进行帮扶服务。

今年，万脉医疗计划再度提升科研
投入占比与自主研发能力，科研人员将
在实践锻炼中进一步成长。

万脉医疗：知识产权促科研人才成长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系列报道之三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通讯员 黄越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王朝帅 黄云 郭慧鹏 曾小慧
杨吉） 1 月 16 日至 26 日，市领
导王永红、吴旭鹏、仇珂静、龚
红果、杨志慧、蒋志刚、易洪海、
伍先明等深入基层，走访慰问
离退休干部、困难群众、困难党
员、道德模范等，向他们致以新
春祝福，并送上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温暖。

在看望慰问离退休干部时，
市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情况，对他们多年来对邵
阳各项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切
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时刻把老
干部的安危冷暖挂心间，做到思
想上多沟通、生活上多照顾、精神
上多关怀，让他们心情愉悦、生活
无忧，安度幸福晚年。

在困难群众、困难党员家中，

市领导询问他们当前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
面对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将
走访慰问与大兴调查研究结合起
来，迈进“门槛”，更走进“心坎”，既
要“慰”，又要“问”，了解不同困难
群体的真正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
急难愁盼，做到关心关怀到位、解
决困难到位、跟踪问效到位，确保
他们安全温暖过冬过节。

在看望慰问道德模范、见义
勇为积极分子时，市领导对他们
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高度赞赏，希望他们继续保
持这份热情和动力，成为引领社
会风尚的标杆。同时，要求各级
各部门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
社会氛围。

带着浓浓关爱 送去深深祝福
市领导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困难群众、

困难党员、道德模范等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周千钧） 1 月 24 日下
午，副市长易洪海到塘田战时讲
学院旧址和邵阳县蓝印花布传承
基地调研，深入了解邵阳县文旅
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易
洪海详细了解办学历史背景、建
筑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塘田
战时讲学院旧址的保护利用情况
汇报。他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完善体制机制，把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
推动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再上新
台阶。

随后，易洪海来到邵阳县蓝

印花布传承基地，详细了解蓝印
花布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以及
保护传承等方面的情况。在与基
地负责人和传承人的交流中，易
洪海对基地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
面所作的努力给予肯定。他表
示，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财富，基地应承担起保护和传承
非遗文化的重任，让更多人了解
和认识非遗文化。

易洪海指出，文旅产业是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展示地
方文化特色和形象的重要窗口。
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谢荣华） 1 月 24 日至
26 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杨博理走访了部分住市区市政协
委员。

在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杨
博理和周文龙委员进行亲切交
谈，认真倾听其艰苦创业的励志
故事，了解其履职情况。杨博理
指出，作为企业家委员，要履行好
委员职责，担当更多社会责任，积
极传播社会正能量，成为本行业
的标兵，为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多贡献。

在宝庆竹刻研究所，杨博理
和张宗凡委员进行深入交流，了解
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
承和发展上面临的困境，听取委员

的意见建议。杨博理指出，宝庆竹
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
仅极具历史文化价值，也有广泛实
用价值。要做好传承保护和产业
化相结合的文章，设立专门的宝庆
竹刻展示馆，做好人才培养和技能
传承，做到产学研结合，进行项目
包装和招商。要充分发挥政协委
员的作用，利用提案等方式助推宝
庆竹刻实现产业化发展。

在邵阳消防医院，杨博理听
取刘立贤委员的情况介绍，对其
从业近 20 年不忘祖训、不忘初
心，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
持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鼓励其发挥
专业特长，为保护群众的生命健
康作出更大贡献。

走访委员听心声 凝心聚力促履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郭慧
鹏 通讯员 王琴） 1月27日，
民盟邵阳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
副主席、民盟邵阳市委会主委孙
清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二十届
二中全会、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共湖南省委十二届五次全
会、中共邵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及民盟十三届二中全会、民
盟湖南省委会十五届四次全会精
神；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邵阳市第
十一届委员会主委会议工作报
告，书面审议了民盟邵阳市第十
一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
报告；表彰了优秀盟员和2023年
度盟务工作专项考核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审议通过了民盟邵阳
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决议。

孙清良指出，2024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
民盟湖南地方组织成立 75 周
年。民盟邵阳市委会要继续保持
对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跟随、坚决
拥护的历史自觉，永葆“奔走国
是，关注民生”的家国情怀，铸就

“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
事”的务实作风，涵养追求真理、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不忘合作
初心，团结拼力奋进，为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邵阳持续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不忘合作初心 团结拼力奋进
民盟邵阳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

1 月 26 日，武冈市邓家铺镇石龙兴村，村民在进行滩里水龙灯表演彩排。滩里水龙灯是邓家铺镇传统
民俗文化活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 年武冈市春节联欢晚会将设邓家铺镇分会场，届时将进行水龙
灯表演，为群众献上一场非遗文化盛宴。 曾德辉 摄

(上接1版）
为攻克热敏打印片生产长期以来

的“卡脖子”难题，湖南凯通电子有限公
司投资上亿元潜心研发，经过7年多的
努力，相继获得39项专利授权，生产原
材料进口率从90％下降至5％以下，生
产设备进口率从 50％下降到 10％，打
印片市场价格比外资企业同类产品低
15％，极具国产替代的性价比优势。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全国首家国产
热敏打印片量产企业，也是新邵县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一。

近年来，邵阳扎实推进科技创新
“五大工程”，与省内外 10 余所高校开
展战略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建
成市院士（专家）产业园，落户院士
（专家）工作站（室）11 个；全市新增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15 家，数量超
前5年总和。

乡村振兴“绘制新卷”

初冬，在邵阳新宁县黄龙、月汉、老
渡等脐橙基地，一辆辆装满脐橙的大货
车穿行在乡村公路上。“我们产品销售
覆盖北京、南京、广州、长沙等 10 个国
内大型水果批发市场，2022 年销售 5.2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3亿元。”新宁县
龙丰果业董事长徐小龙欣喜地说，“我
们的脐橙产业链包括‘种植＋商品化处
理＋保鲜＋配送＋销售’全环节，2023
年又是丰收年。”

作为全国脐橙第一县，新宁县 16
个乡镇有 13 个以脐橙为特色产业，脐
橙已成为当地的致富“金果果”。

作为湖南省农业大市，邵阳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2023年，邵阳市先后举办第二届邵阳旅

发大会、“年货节”“消费促进季”等 83
场促消费活动，接待游客 3874.7 万人
次，实现收入411亿元。

为做好“土特产”文章，壮大富民好
产业，邵阳市 2023 年新增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家；新增农产品加
工规模企业 26 家，实现农产品加工产
值1993.72亿元。

2023年11月1日，湖南省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现场会在邵阳召开。记
者在隆回县、新宁县的扶贫搬迁安置
点，以及犬木塘水库等湖南以工代赈重
点工程项目采访时了解到，全市各地通
过就业驱动、产业带动和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让搬迁群众拥抱新生活、走上致
富路。

在邵阳市新邵县白水洞村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点的便民小店内，67岁的刘
亮平正忙着整理货物。2018年，刘亮平
一家从深山搬进了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开了这家小店。“现在房子也有得
住，生活改善了好多。开这个店每年租
金才 5000 块，一年也能挣三四万块
钱。”刘亮平说。

据介绍，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白水洞村依托生态果园、研学
基地等“家门口”产业，为搬迁群众提供
了分红和就业机会。“我们每年接待学
生、旅游团体 10 万人次，并提供保洁、
保安、基地维护等公益性岗位 200 余
个。”白水洞村委会主任曾庆武说。

凝心聚力“谋划新篇”

1月7日，新年伊始，邵阳市委主要
领导就率队赴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开
展招商引资活动，考察重点企事业、洽
谈合作项目，全力以赴抓招商、引项目、
促发展。

方向明，则道路清。招商引资是邵
阳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宝贵资源，也是推
动邵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据统
计，2023年，邵阳市县两级党政班子累
计外出招商 234 次，全市共签约项目
374 个、金额 828 亿元，其中新引进“三
类500强”投资项目32个。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7％……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邵
阳市绘制的2024年“大蓝图”明确了许
多实实在在的“小目标”，坚定了“邵阳
也能搞高科技”的信心决心，志在落实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对接湖南“4＋4”科创工
程，新增省级以上科创研发平台、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各 10 家以上，彰显了持
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的信心。

1月5日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上，邵阳市委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十
大标志性工程”“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十大产业项目”等坚持项目为王、扩大
内需，着力推动经济稳健增长的工作部
署，并将打造“湘商回归”升级版，力争
签约招商项目220个以上，实际使用外
资增长 10％以上，经营主体总量突破
55万户。

去年怎么看？今年怎么干？刚刚
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综合起
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
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站在 2024 年新起点上，邵阳将以
更强的信心与底气，为加快实现湖南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设现代化新邵
阳而努力奋斗。

（参与采写：卢薇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