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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智能传感器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蚌埠新闻网记者 陈 瑶

近期人工智能概念爆火， 智能传感器
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基础技术和产业链关
键环节，是提升产业链控制力的重要抓手，
一直是蚌埠市重点招引和培育的产业。 蚌
埠的智能传感器产业能否借此东风， 站上
风口？

“被誉为安徽 ‘三谷 ’之一的中国 （蚌
埠）传感谷，正聚力打造千亿级智能传感器
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安徽蚌埠经济开发区
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程诗浩说，目前园
区内拥有华东光电集成器件研究所、芯动联
科、希磁科技等一批智能传感器研发设计制
造的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托现有产业资源禀
赋，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等重点领
域，致力于打造全国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智能
传感器产业集聚区。

“作为老工业城市，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
说，蚌埠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有可为。 这也是
我们当初选择落户蚌埠的重要原因之一。 ”
安徽凌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物
流和服务业领域智能移动机器人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企业， 公司常务副总王桂磊坦言，
蚌埠工业底蕴深厚， 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随着物联网、智能制造等行业对智能传感器
的需求不断增长， 蚌埠在这一产业谋篇布
局，一定会大有可为。

王桂磊说，蚌埠发展智能传感器产业的
优势明显，政府不仅对该产业的支持力度很
大， 再加上城市本身制造业技术积淀深厚，
政府部门还纵向瞄准搭建完整产业链，招引
研发、设计、创新应用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并
利用企业的 “虹吸效应”， 带动关联产业集
聚，实现全产业链搭建、形成产业集群。 “在
人工智能的大趋势下， 在产业链的带动下，
我们的发展更偏向于实际应用方面。 ”王桂
磊表示，企业多年来一直苦练内功，已经拿
下了 130 多项发明专利及科技成果，这些成
果都会被迅速转化到应用领域，机器人自主
导航、地图构建、多机协同、运动规划、视觉
定位、图像识别、自主充电等都是企业技术
可触达的领域。

成立于 2012 年的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覆盖 MEMS 项目技术
开发、 转让以及传感器应用系统集成研发、
设计、生产等领域。 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洛婵
说，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产业正处于由传统型

向新型传感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是
随着“工业 4.0”的深入推进，传感器开始向
微型化、集成化、智能化、仿生化等模块化方
向发展，低功耗、低成本、标准化、长寿命等
产业化特征趋势也日益明显。 在物联网、大
数据、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风口”下，企
业不仅要牢牢掌握核心传感器技术，在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方面还必须特别务实。 “我们
已经在尝试将核心技术应用于无人驾驶、无
人操控等场景。 人工智能这个风口，任何相
关企业都不想错过。 ”朱洛婵告诉记者，经过
多年的发展， 芯动联科不仅拥有核心算法，
通过多传感器融合的技术可以实现人工智
能的多场景应用。 目前，企业正在完善操作
体验部分的设计，很快就会有一批人工智能
应用领域的产品推向市场，实现更多的商业
价值。

“让人工智能落地更多的 ‘刚需场景’，
是当务之急。 我们将 12 家子公司的其中一
子落在蚌埠， 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更实，
这里有一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商业蓝海。 ”创新奇智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国区域总经理庞浩在接受采访
时介绍，该企业致力于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
推动行业变革， 面向企业提供 AI 产品和解
决方案，包括 AI 平台、算法、软件 、AI 赋能
设备及相关服务，帮助企业实现业务运营及
决策流程的智能化转型。 而在蚌埠，很多工
业企业提出各类场景化技术需求，人工智能
技术在这里不会“空对空”，刚性需求场景丰
富，这也是产业化的突破口所在。

近年来，蚌埠市大力支持智能传感器技
术及产业，陆续推出智能传感器专项政策支
持， 助力智能传感器产业进驶入发展快车
道。 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截至 2022 年末，
蚌埠市智能传感器规上企业达 33 家、 高新
技术企业 36 家、专精特新企业 15 家，规上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0.7 亿元， 较 2021 年增
长 15.5%。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本地智能传
感器产业基础良好，涉及品类齐全，而且一
大批企业走向了自主创新、 研发的道路，在
人工智能市场中， 产品的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 下一步，蚌埠市将加大智能传感器产业
双招双引工作力度， 制定产业专项扶持政
策， 吸引集聚更多智能传感器产业企业，助
推全市高质量发展。

六安：签下全省首个“盒马村”
皖西日报讯 5 月 9 日上午,盒马(中国)

有限公司在六安市金寨县白塔畈镇大岗村
举行授牌仪式,设立安徽首个“盒马村”。 此
举标志着该县成功迈出农村转型发展的第
一步,让农民变身“数字农民”,实现农村从分
散、孤立的生产单元升级为现代农业数字产
业链的一部分,推动县域蔬菜产业数字化发
展、现代化发展。

据了解,“盒马村”是数字时代新零售的
产物 ,采用“线上+线下”与现代物流体系深
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它根据订单种植农产
品,是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基地的典型代表,通
过“产—供—销”平台,让农民用新科技,种出
好东西,卖出好价钱,有助于该县立足于蔬菜
产业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持续推进产业区
域化、链条式发展,推动农产品精细化、标准
化和数字化改造, 是发展农业+数字化基地
的典型村庄代表。 金寨县大岗村作为全省首
个“盒马村”,将从产地、选种、种植、运输等
环节进行赋能,通过盒马、天猫、淘宝等线上

线下平台全面对接,让金寨县有机优质农产
品进入全国更为广阔的市场。

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
下,以“盒马村”模式为代表的数字化订单农
业对推进数字农业建设、促进农产品质量提
档升级、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助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金寨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坚持高质高
效 ,集聚产业要素 ,加大资金投入 ,高标准兴
建设施大棚,大面积扩建露天基地,助推蔬菜
产业实现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
销售、全链条发展。 目前,全县蔬菜播种面积
18.53 万亩 ,产量达 23.47 万吨 ,产值 7.58 亿
元 ,已成为全省高山蔬菜重点县、全省无公
害蔬菜生产示范县及省城合肥市蔬菜供应
基地县。 下一步,该县将把农业的生态优势、
品质优势与市场优势、 品牌优势精准对接 ,
扩大产业基地, 拓展销售渠道, 提升品牌价
值,促进菜农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强大
动力。 (记者 张 瑞)

5 月 14 日，巢湖市境内合裕线航道裕溪河段，运输货船来往不断，一派繁忙景象。合裕线
航道是合肥市“通江达海”的重要水上通道，是安徽省继长江、淮河之后的第三条重要航道。

合肥日报记者 李 予 通讯员 李廷和 摄

初 夏 航 道 运 输 忙

合肥物流、制造业“两业联动”
关键 6小时为产业供应链加速，带来多赢

合肥晚报记者 余佼佼 通讯员 许思薇 李 诚

每天，肥东桥头集火车站都会迎
来一列 48 车满载 144 个原料钢卷的
定制班列，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铁路运输公司始发到合肥市肥东
循环经济示范园东货场，再由公路运
进马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只
需短短 6 个小时。 6 个小时对合肥智
能家电、汽车产业供应链来说起到了
关键作用。

大宗货物运入合肥，“合肥造”发
往全国，铁路 、水路和公路组成的多
式联运带来了多赢，也大力促进了合
肥物流业与制造业“两业联动”，实现
融合发展。

家电、汽车产业 供应
链上的关键六小时

这些原料钢卷经过马钢 （合肥）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加工后，将变身为
格力、美的、江汽、长安等企业用外壳
板材。 这是合肥智能家电、汽车产业
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

火车运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合肥市地方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运输经营部部长刘书忠给记者算了
笔账，48 车 144 个原料钢卷算下来就
是 3000 多吨的量， 如果采用公路运
输， 一卡车只能拉一卷 25 吨， 需要
100 多辆货车装车。 如今定制班列每
天发车，从马鞍山到目的地，只需要 6
个小时，效益、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这条 2016 年开通的示范线路 ，
开通之初运量 20 万吨/年，2019 年也
只有 80 万吨/年。 2019 年 11 月合肥
地方铁路公司将此示范线路作为上
海局定点班列运行。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这条示范
线路运输量分别增加至 105.3 万吨/
年、113.9 万吨/年，对标公路运输分别
为企业节约运输成本约 475.2 万元 、
707.4 万元， 减少了公路运输带来的
环境和安全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刘书忠介绍，这趟
定制班列采用三组列车循环的方式
运行，从发车到装卸再到进库 ，短短
几个小时的时间 ，对企业来说 ，可以
实现零库存而不影响生产订单，大大

降低成本。

大宗物资通过 8 条线
路，运抵合肥发往全国

这只是合肥地方铁路公司服务
合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去年，合
肥市地方铁路公司利用自身铁路专
用线及铁路枢纽货场优势资源，申报
的铁公水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成
功获批。

截至目前， 以大宗货物为主要品
类，通过开通且稳定运行 1 年以上的 8
条品牌联运示范线路， 实现铁公水枢
纽互通、业务协同，构建立足合肥、服
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多式联运体系。

这 8 条线路中，有从陕西神木经
铁路运抵循环经济园货场的煤炭公
铁联运，有从青海、新疆铁路运抵合肥
的钾肥、尿素公铁联运，还有东北、华
北发往合肥的圆钢公铁联运等。 2022
年， 合肥地方铁路公司在示范线路上
共实现的多式联运量 205.82 万吨。

从合肥循环经济园货场发往湖
南、吉林等地的复合肥公铁联运。 值
得一提，春节前后 ，循环经济园货场
都会 24 小时加班加点， 为中盐红四
方发运化肥原料到湖南 、吉林 、江西
等地。 青海、新疆等地的钾肥也会通
过铁路运到中盐红四方。

多式联运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多赢

“以钾肥为例， 公路运输成本在
500 元左右每吨， 而铁路运输在 300
元左右每吨，成本差异明显。 ”合肥地
方铁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传
元表示，公司依托自有货场作为多式
联运载体，通过自有铁路专用线连接
国铁网络及枢纽，为周边中盐安徽红
四方、马钢（合肥）钢铁、中国物流、辉
隆集团等客户提供原材料、产成品的
公铁联运，2022 年全年综合运输价格
相较公路下降率为 27%，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物流成本。

社会效益方面，合肥地方铁路公
司通过租用上海铁路局货车到达预
报及分析系统，利用铁路 95306 客户

端，全程动态追踪 ，能及时与车队协
调沟通， 实现车辆及时有效调度，有
效提升了运输组织效率及转运率，每
万吨货物周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 3
天左右，对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起到一
定作用。

生态效益上 ，实现铁路运输 “散
改集”， 满足煤炭等货物多式联运无
缝衔接，减少公路运输 ，缓解交通压
力 ，降低碳排放量 ，预计 2022 年 ，碳
排放量减少 8000 吨左右。

位于肥东循环经济园专用铁路
货场也在 “提档升级”。 煤炭作业方
面，新增投入使用 2 台垂直螺旋卸煤
机、2 台煤炭车清车机以及 2 条煤炭
皮带传送带 ， 大大增加了煤炭卸车
量，提高煤炭装卸效率 ，改变煤炭转
运传统作业方式，推动大宗货物装卸
自动化、绿色化。 2022 年，循环园东货
场新增一台 40t 门式起重机， 大大有
利于成品卷装车。

“散改集”运输模式，降
本增效零损耗

2022 年 11 月 29 日上午，首列满
载 3000 余吨的煤炭集装箱火车专列
缓缓驶入合肥循环园铁路专用线并
顺利卸车。 合肥地方铁路公司实现了
“散改集 ”运输模式 “从 0 到 1”的突
破。

根据调度计划，企业货运员与铁
路调车组列检交接完毕后进入卸运
作业环节，煤炭在集装箱内吊装至转
运车辆后运至煤场，随后空箱返回专
用线，杜绝了现场的扬尘 、煤炭洒落
现象， 体现了集装箱运输降本增效、
便捷环保、零损耗的特点。

实行“散改集”运输模式后，现有
作业流程得到优化，而且压缩了辅助
作业时间，专用线原有作业从 5 个步
骤环节缩减为 4 个，且每列煤炭卸货
时间由原来的 15 小时缩减至 4 小
时，效率大大提升 ，进一步提升了合
肥市循环经济园能源服务保障能力。

铁路运输 “散改集 ”正是合肥地
方铁路公司大力推进的方向 ， 下一
步，该公司还将加速物流要素的优化

配置，以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运转效
率为主要目标，致力提供多式联运整
体供应链的全流程服务，构建科学合
理的物流枢纽空间布局，实现合肥物
流业与制造业“两业联动”融合发展。

修到“厂门口”的铁路，
年内开工

最近，合肥地方铁路公司的员工
们格外忙碌，由该公司和合肥北城建
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
立的合肥北城铁路物流运营有限公
司，将统筹合肥下塘工业园铁路专用
线建设等具体事项。 4 月底，这条铁路
专用线已经进行了设计开标。

田传元表示，下塘工业园铁路专
用线主要是为支持合肥市持续提升
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
争力，保障比亚迪合肥公司成品小汽
车外运业务的开展，确保下塘工业园
区内企业大宗货物运输需求，助力合
肥市经济发展和建设。

“预计年底开工， 保障下塘工业
园区企业原材料进入和汽车等大宗
物资运输。 ”田传元表示，铁路专用线
是解决铁路运输 “最后一公里 ”问题
的重要设施 ，对于减少短驳 、提高交
通效率、提升经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
作用。 届时，园区企业将实现铁路“门
到门”运输，外地原材料运输直达“厂
门口”，而园区货物从 “厂门口 ”就可
直达全球。

如今的长丰县下塘镇，赶上了汽
车工业“弯道超车”的东风，随着比亚
迪和中创新航等大项目的落户投产，
正致力于打造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按照计划，下塘工业园铁路专用
线拟从淮南线 （设计时速 160 公里）
下塘集站接轨（需对下塘集站进行改
造，增加相应线路股道），由下塘集站
引出后沿西南方向下穿商合杭高铁，
至长丰县下塘镇凤庐大道、 站西路、
建业大道、瓦东干渠 、古镇路合围用
地内建设综合性铁路运输货场。 综合
性货场初期满足运输能力 40 万-50
万辆/年小型汽车、12 万标准集装箱、
20 万吨笨重货物装卸作业需求。

“花中睡美人”
开出夏日好风景

近日， 芜湖市湾沚
区陶辛镇的睡莲悄然绽
放。 碧绿的莲叶上，睡莲
随风摇曳散发淡淡的清
香，格外动人。

睡莲又称子午莲、
水芹花， 因昼舒夜卷而
被誉为“花中睡美人”。
色彩缤纷的睡莲， 成为
夏日里的一道靓丽风
景。

新华网 发 胡 健 摄

马鞍山：力推工业企业“机器换人”
马鞍山日报讯 为加速推动马

鞍山市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
化高质量发展，马鞍山市近日正式发
布《马鞍山市工业企业“机器换人”专
项行动计划（2023－2024 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 坚持以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的工作原则，加大政
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充分运用市场机
制 ， 通过市场带动和推广应用相结

合，引导和鼓励马鞍山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在高端
装备、汽车、铸造、轨道交通 、数控机
床、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绿色食品等
重复劳动特征明显、 劳动强度大、有
一定危险性的行业领域企业中，特别
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全面推动实施
“机器换人”，并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
的推广应用和示范带动，实现“减员、
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标要求 ，打
通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新

路径。
根据《行动计划》，将加大机器人

推广应用力度，加速推进制造业智能
化转型，积极探索机器人设备采购内
循环模式， 培育发展智能装备产业，
实施 “机器换人 ” 培训工程 ，2023－
2024 年每年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不
少于 1000 台；到 2024 年，争取完成相
关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 “机器换人”
应用项目 300 个；力争每年认定工信
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1 家、智能制造

优秀场景 （人机协同作业场景等 ）3
家； 每年打造市级及以上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数字化生产线 40 家。

市经信局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将建立“机器换人”政策支持体系，积
极争取国家、省财政专项资金对 “机
器换人”项目的支持 ，切实加大政策
宣贯力度 ，落实 “机器换人 ”政策措
施，对于“机器换人”重大和关键项目
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
（记者 邬 刚 通讯员 李云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