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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器人加速“跑”入实际应用
城市创投舞台展现合肥智能机器人“创新热力”

合肥日报记者 张玉莲

仲夏的合肥，科创热浪翻涌。
6 月 17 日下午，“创投城市计划”

新质生产力融资对接系列活动智能机
器人专场，在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
心（合肥）举行，安徽灵犀机器人、安徽
悟索智能等 4 家创新企业展开精彩路
演，11 家投资机构汇聚现场，与企业展
开深入交流，展现合肥智能机器人“创
新热力”。

路演舞台，机器人“秀场”
活动现场，4 家智能机器人企业项

目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场景”，包括
养老陪伴机器人、建筑机器人及无人牵
引车等前沿方向， 合计融资需求达 1.2
亿元。

安徽灵犀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
殷翔携企业核心技术亮相，寻求合作契
机。该企业依托中国科大人形机器人研
究院， 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 23 自由度
灵巧手， 并自主研发六轴姿态传感器、
线性执行器等关键零部件。从零部件研

发到系统集成，企业推出人形机器人元
智-Y1，并聚焦养老陪伴领域。

“我们计划今年启动人形机器人小
规模生产。 ”让机器人“跑”入实际应用，
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团队、 搭建产线，
殷翔表示，“我们本次融资需求是 1000
万元， 希望能用核心技术吸引资金注
入。 ”

带着建设无人车工厂的诉求，安徽
悟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磊芳
站上了路演舞台。 致力于为工厂提供
24 小时无人驾驶搬运方案， 史磊芳团
队已完成了多款无人驾驶牵引车的开
发和落地。 接近 2500 万元的在手订单
是史磊芳借以打动投资者的 “第一卖
点”。

“企业技术已经完善， 面对市场需
求和暴涨的订单，我们准备在合肥建设
3000 平方米的量产工厂，让技术‘批量
落地’。 ”史磊芳表示。

本次活动由合肥市投资促进局联
合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 （合肥）

共同主办。 活动汇聚省科创投、合肥产
投资本、兴泰资本、建投资本、海尔资
本、弘毅资本、十月资本等省市投资机
构及社会资本。 各投资方现场审项目、
看发展。 “活动刚结束就收到了不少投
资人的好友申请。”对接会后，史磊芳对
于技术的产业化落地更增添了一份信
心。

牵线搭桥，拓展产业图谱
对接会内外，目之可见的，是飞速

成长中的合肥智能机器人产业。
据了解，合肥现有智能机器人产业

链上企业 160 家左右， 包括以乐聚、众
擎、零次方等为代表的 17 家整机企业，
以科大讯飞等为代表的 6 家 “大脑”企
业， 以中科深谷等为代表的 13 家 “小
脑”企业，以及以哈工图南等为代表的
20 余家核心部组件企业， 已初步形成
了 “大脑-小脑-核心部组件-本体”的
研发制造一体化格局。

做好链接服务，让创新技术“落地

生花”。 不仅是资金，合肥正在从场景、
服务等多方面助力智能机器人产业发
展。

“当前，我们正协同相关县区及新
研机构， 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生产制
造、 数据采集及测试评价打造一体化
公共服务链，吸引集聚更多创新企业和
创新人才，打造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
新发展新高地。 ”国先中心（合肥）产业
合作部部长高燃介绍，国先中心（合肥）
与瑶海区合作共建的具身智能数据预
训练场 5 月已正式启用， 这处机器人
“训练基地” 打造了工业制造、 商业服
务、家庭服务等多领域全真场景，构建
多维度、多层次的机器人训练体系。

一次对接会落幕， 而合肥智能机
器人奔跑的脚步不曾停歇 。 “系列融
资对接活动是合肥落实‘科技-产业-
金融 ’良性循环的重要实践 ，后续将
持续跟进对接成果，推动优质项目落
地转化。”市投资促进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荷花盛开引客来
近日，位于蚌埠市五河县沱湖乡的沱湖湿地风景区，千亩荷花竞相绽放，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荷打

卡。沱湖，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湖内千亩荷花以造景丰富、观赏性强等特点深受游人喜爱，沱湖湿地
风景区也成为夏日绝佳赏荷地。 近年来，沱湖乡做足“荷”文章，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三产融合新
业态，助力乡村振兴。 蚌埠新闻网 李向前 摄（无人机照片）

滁 州 首 届 数 据 标 注 大 赛 成 功 举 办
滁州日报讯 6 月 15 日， 由滁州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滁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滁州市总工会、团市委联
合举办的滁州市首届数据标注大赛在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举办。 经过激烈角
逐， 安徽百方众晟科技有限公司刘磊，
滁州学院李心悦分别荣获职工组和学

生组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积极鼓励长三角

地区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及高校
中从事或有意从事数据标注工作的职
工、学生以及自由职业者参赛，分为职
工组、学生组两个组别，吸引 1030 名选
手参与，其中 688 名选手参加初赛，200

名选手进入决赛。 大赛采用个人形式，
通过行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赛出优胜选手。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
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凭借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精湛的实操技能各展风采。

经大赛裁判组严格评审， 职工组、
学生组最终决出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及优秀奖 8 名；同时，滁
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
业学院、 安徽百方云科技有限公司、凤
阳县数据资源管理局获评 “优秀组织
奖”；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公
司、 滁州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评
“特别贡献奖”。（全媒体记者 喻 松）

和襄高速六安段最长隧道双幅贯通
皖西日报讯 6 月 16 日, 历时 23

个月 , 和襄高速六安段全线最长隧
道———大别山特长隧道实现双幅贯通,
标志着横跨安徽、 河南两省的和襄高
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实现
了皖豫两省路段的精准“合龙”,较原计
划提前了 100 天。

大别山特长隧道位于金寨县西部,
为省界特长隧道 ,跨越皖豫两省 ,全长
6592.8 米 , 其中安徽省境内长度 4312
米、河南省境内长度 2280 米,全隧道在

安徽省境内设置排烟斜井 1 座,兼做施
工通道。 从 2023 年 7 月开始进洞施工,
今年 6 月 16 日实现双幅贯通。

大别山特长隧道地处大别山山脉
腹地,地质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技术
要求高 ,项目建设团队创新采用“超前
地质预报+动态设计施工”一体化技术,
人材机等资源要素协同高效,引入毒气
粉尘智慧检测报警系统等数字化手段,
全天候实现风险智慧捕捉、 智能预警,
同时 ,应用成套液压仰拱栈桥、电动挂

布台车等机械化施工装备,实现单循环
作业时间减少 2 小时,效率提升 25%,达
成“零事故、零伤亡”的安全目标。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大别山区域生
态红线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 ,在洞口设
置了 40 米长的明洞, 减少了隧道进洞
过程中边仰坡开挖防护工程量,合理规
避了浅埋段开挖安全风险,大大提高了
进洞前的施工效率。 通过花岗岩隧道
洞渣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从隧道洞渣
中提炼出 90 万吨再生骨料, 用于软基

换填、盲沟铺设、路床填筑 、水稳料和
混凝土生产 ,实现了废物利用 ,既节约
了成本,又减少了弃土用地。

和襄高速六安段项目是六安市有
史以来建设里程最长、 投资额最大的
单体项目,也是六安市自行建设的第一
条高速公路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对进
一步完善六安市综合立体交通网,等高
对接长三角,融入合肥、武汉都市圈 ,密
切省际、 市际间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 陆 娇)

六安文旅聚力特色活动提振消费
皖西日报讯 六安市文旅局积极聚

焦 “全国知名的红绿交融文旅康养目的
地”建设，通过科学谋划布局、推进融合发
展、优化产品供给、打造特色活动等方式，
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全面提振文旅消费。1
至 5 月，全市接待游客 3420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约 256 亿元，同比增长 21.3%
和 39%。

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激发消费热情。
为切实让利于民，六安市累计发放“畅游
六安 冬季有约”“惠享晨光”“春满江淮
乐游蓼城”“六安六‘度’，一夏清凉”等多
轮主题文旅消费券， 总金额达 280 万元。
同时，聚焦深化疗休养区域协作，推出长
三角地区职工赴六安疗休养优惠政策。通
过制定温泉疗愈、茶园体验、红色文化参
观等“疗休养套餐”，吸引长三角地区职工
前来疗休养，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增长。 针
对春季旅游市场，推出 150 项文旅优惠政
策，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民宿折扣、文旅消
费满减等。 暑期及中高考考生、军人等特
定人群还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 此外，
六安市积极推进旅游年卡发放工作，为游
客提供更便捷实惠的旅游方式。

深度整合，转型升级，培育新业态新
场景。 推进文旅、交旅、水旅、农旅、商旅、
林旅等融合发展，实现“跨界赋能”，满足

多元化消费需求。 “百业文旅”融合业态
为全域旅游注入新活力。 迎驾酒工业旅
游区获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金寨马
鬃岭—大湾森林步道获评省级森林步道;
万佛湖、西庄温泉、聆心谷酒店入选“长三
角职工疗休养基地”;完成投资 1.84 亿元，
建设水上娱乐、光影互动、滑道漂流等改
造升级项目。 同时，百余个新业态项目发
展态势良好。 3 个低空飞行项目受到游客
青睐，成为旅游新热点;10 个漂流、溪降项
目在夏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刺
激;28 个露营基地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
新选择;五大温泉和两大滑雪项目为游客
提供放松身心和体验冰雪乐趣的场所。

精心策划，开拓市场，打造多彩文旅
盛宴。 深耕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市
场，推出 56 条入境游优惠政策，邀请中国
香港等地旅行商来六安考察踩线。发布入
境六安全球邀约计划，启动“全国知名红
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 合伙人招募行动。
举办 2025 金安国际网球公开赛，吸引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 以“春在六安
等您来，万紫千红大别山”为主题，推出八
大主题产品、1000 场春游活动。 开启“六
安六‘度’、一夏清凉”主题邀约，推出夏日
一日游、二日游等多条夏季旅游线路。

(记者 魏 薇)

桐城：“兜底”政策
呵护特殊“老少”群体

桐城新闻网讯 “我现在的日子很幸
福，村干部们特别好，逢年过节都来看看
我。 ”6 月 17 日，记者跟随桐城市新渡镇
新城村党支部负责人走访朱济升时，朱老
心满意足地说。

今年 62 岁的五保户朱济升现在每月
领取 740 元的生活救助金，他所住的三间
平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今年 6 月村里
已为他申请到 3 万元危房改造资金，对其
房屋进行重建， 保障了老人衣食无忧、居
有所安、病有所医，安度晚年。

和朱济升相似， 新渡镇罗潭村现年
11 岁的小学生汪嘉信从 2016 年 5 月就
开始享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政策， 每月领取 1300 元的基本生活
保障金。 汪嘉信父亲病故，其母谭平美身
有残疾，无劳动能力，每月享受低保补助、
残疾人生活及护理补贴共计 816 元，不能
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谭平美激动地
对笔者说：“因为有了党和政府的惠民好
政策，我女儿也能安心上学、无忧成长！ ”

近年来，为关爱特殊家庭中的“一老
一少”，桐城市民政系统完善“主动发现”
工作机制，镇（街道）、村（居）干部下沉走

访贫弱家庭已成制度化、常态化；在困难
群众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基础上，各项
“兜底” 政策做到了 “应保尽保、 应享尽
享”，涉及全市“一老一少”的民生实事持
续提质增效，切实增强了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桐城各相关部门精准把握社会救助
工作的职责定位、 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高质高效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聚焦“一老
一少”领域持续发力。笔者了解到，为让特
困供养对象安度晚年， 桐城通过危房改
造、新建敬老院等措施，持续改善特困供
养老人的生活条件；建立健全孤儿与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维护他们的生存
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确保最困难、最弱
小的群体生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学有所教。

据统计 ， 桐城现有特困供养对象
4011 人， 全年发放救助金 3603.62 万元；
全市孤儿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共 250 人，
全年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 320.022 万元，
特殊“老少”群体的生活品质得到有效提
升。
（记者 刘正生 朱齐全 龙凌云 孙传银）

“乡村合伙人”逐梦田野
蚌埠新闻网讯 翠绿的藤蔓爬满支

架，泥土的芬芳混合着草木的清香。 近日,
在蚌埠市怀远县河溜镇康郢村，一片郁郁
葱葱的葛根田里，合作社负责人康炫弯腰
拨开一片叶子，比划着葛藤下土堆隆起的
高度，喜上眉梢，对身旁的大学生郭蕊说，
“你看，这颗怎么也能长到 6 斤，比以前又
壮实了不少。 ”

早年，康炫在河南、山东等地发展特
色种植业，大面积种植葛根，取得了较好
的收益。 今年 4 月，康炫把葛根种植引回
家乡，想要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以前每棵葛根一般能长到 5 斤，按
现在的长势，今年能长到 6 斤，再加上今
年葛根价格猛涨，每亩地收益涨到 1.8 万
元不成问题。 ”康炫兴奋地告诉记者，这一
变化的背后，离不开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葛链智创”团队的科技助力。

郭蕊是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一次社会实践中她
了解到康郢村正在发展葛根种植，虽然合
作社有一定种植经验，但因技术和管理粗
放，产量和效益难以突破，很难形成示范
带动效应。 她和几名同学组成的“葛链智
创”创业团队，结合所学知识，决定以“技
术入股”的方式与当地农业种植合作社合
作，帮助农户优化种植流程、提高产量。

团队通过调研发现，这里的葛根种植
在土壤改良、水肥管理和物流运输环节存
在优化空间。他们引入科学的纳米腐殖酸
技术，精准调整土壤养分；利用物联网设
备监测温湿度， 优化灌溉和施肥方案；同
时，结合团队成员物流管理、工业机器人

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机电一体化技术、
跨境电商等专业优势，由团队自主研发的
葛根全干法提取设备，可以优化采收后的
仓储和运输环节，减少损耗。

“康叔，咱们调整施肥比例后，根系明
显发达了，吸收养分更高效。 ”郭蕊蹲下
身，扒开新鲜泥土之下的葛根，仔细端详
着根须的分布。 她身后，几名创业团队成
员正忙着记录土壤湿度、叶片状态，准备
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 经过不断的技术改
良和磨合，康炫带领的这个农业种植合作
社的葛根产量今年有望显著提升，单颗平
均增重 1 斤，每亩增收 3000 元。

“大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技术， 更是现
代农业的发展理念。 ”康郢村第一书记李
宗启评价，这种“科技+农业”的模式，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 我们
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知识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谈及乡村振兴与农业科技，年轻人
的话语里满是扎根乡土的实践心得。 郭蕊
告诉记者，创业团队的目标不仅是提高产
量，更希望打造一套可复制的智慧农业模
式，未来能推广到更多作物和地区。 如今，
这个创业团队的小伙伴们正筹划扩大合
作范围，并引入电商销售，进一步延长产
业链。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学校鼓励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实
践结合，服务地方经济。 郭蕊团队的创业
项目正是“产学研用”结合的典型案例，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担当。

（融媒体首席记者 陈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