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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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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郝天娇 实习生董梦洁）
远在新加坡，一位老先生在中餐厅吃到了中华
传统美食——炒粿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份
地道美味的幕后“主厨”是来自中国武汉的炒
菜机器人。

15日，新加坡的华人美食家奇普用镜头带
着长江日报记者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餐厅，
此时正是午餐时间，记者通过视频看到，餐厅
里坐满了正在进餐的食客。奇普将镜头转至
后厨，两位机器人“大厨”摆放在厨房中央，在数
十道菜谱中，工作人员选择了炒粿条后，机器
人开始自动喷洒食用油，按程序先后投入粿条
和豆芽，搅拌棒开始“翻炒”。3分钟后，工作人
员就将热气腾腾的炒粿条端到食客面前。

视频中的炒菜机器人名为“肴滚智慧大
厨”，来自武汉市江岸区的智慧大厨物联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大厨），由奇普牵线搭桥
进入该餐厅当“大厨”。智慧大厨创始人魏胜
军告诉记者，3个月前，企业受邀参加2024年
亚洲食品与酒店展，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他遇
到奇普，出于对美食的热爱，两人一拍即合。

“我们一见面就聊了一下午，奇普很激动，
说要找来炒粿条‘四大金刚’、福建面‘三大天
王’，把他们的手艺都传至云端，让不同流派的中
华美食在异国他乡一直延续下去。”魏胜军说。

“炒粿条、福建面、海南鸡饭……这些都是
在东南亚非常流行的中华美食，也是我从小吃
到大的情结。”奇普告诉记者，作为一个美食爱
好者，最近新加坡两位传统炒粿条大师的接连
过世让他心痛不已，“做餐饮辛苦，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干这行，传统美食的手艺怎么传承下
去，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5月23日，魏胜军再次远赴新加坡，与奇
普共同研发炒粿条菜谱。从早晨6时到中午
12时，不断在机器程序上改变火候、调整调料
配比，经历了7次试验后，奇普在试菜时兴奋
地笑了：“就是这个味道！”

两人端着最新出炉的炒粿条，来到一家最
近的“明记炒粿条”，邀请老板娘品尝。尝了几
口后，老板娘十分惊奇：“很难想象这是机器人

炒出来的，味道很正宗！”
随后，奇普开始在新加坡餐饮业界热心推

广“肴滚智慧大厨”，目前其已入驻新加坡国立
大学、闵记餐馆等数十家餐厅。这个“大厨”不
仅会烹饪炒粿条、福建面、杂菜饭等新加坡常
见的中华美食，还会烹饪油焖小龙虾等武汉特
色菜，受到了当地食客的欢迎。

除了东南亚，欧美地区也开始出现“肴滚
智慧大厨”的身影。春节前，浙江丽水的侨乡
采购了一批炒菜机器人，从武汉运到奥地利维
也纳，成为当地连锁中餐厅 MeiShi 的新“厨
师”，“上岗”半年，得到不少好评。

“炒菜机器人可以将传统美食的菜谱上传
到云端，工作人员只需轻轻一点，便能还原地
道风味。”魏胜军说，机器人的优势在于，对调
料的使用、火候的掌握比人工更精准。

而炒菜机器人的高效运作，也大大缩短了
需要现场烹饪的中餐出餐时间，即便是在用餐
高峰，餐厅只需一两个人操作机器，就能迅速
响应顾客需求。一台炒菜机器人能一次性烹
饪约50人的食物。

智慧大厨现在每个月都会接待来自世界
各地的餐饮采购商，魏胜军开心地给外国友
人、海外华人讲解这个“新奇玩意”的作用，还

因此交了不少新朋友，研发了不少新菜谱。
“看到大家惊叹的表情，更有动力了，希望

把原汁原味的中华美食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魏胜军笑着说。

在智慧大厨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
图，代表着他们的海外市场销售情况。产品
销到哪里，魏胜军就会在哪里贴上一颗红色
的五角星。现在地图上的 7 颗星星，分别贴
在新加坡、奥地利、马来西亚、美国、俄罗斯、
印度和肯尼亚。如今，肴滚智慧大厨的产品
服务全球 1600 余家餐厅，其中海外餐厅上
百家。

在新加坡餐厅能吃到地道炒粿条
汉产机器人“大厨”把中华美食带到海外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一块芯片装入电子产品内部后，如同安装
了空调……17 日，第三届武汉大学生“英雄
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10个团队晋级决
赛，生动展示各自领域的成果。

最终，武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朱禹涵团
队“元景校园——多模态遥感数字孪生开拓教
育数智化新路径”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湖北
工业大学毕业生钟辉团队等选手的3个项目
获得二等奖，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章伟团队等
选手的6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一枚芯片可实现“冷暖两用”

使用电子产品时，用户会遇到烫手的
情况。这时，装入一块芯片，电子产品内部
可达到降温效果，“芯片工作时，一面发热，
一面制冷，属于‘冷暖两用’”。武汉科技大

学材料学部胡晓明博士团队带来了“创芯
科技——超微型半导体制冷芯片国产替代”
项目，团队专注于生产热电材料以及微型半
导体制冷芯片，已在热电领域获得了 26 项
发明专利。

胡晓明介绍，在5G通信传输中，如有超过
0.1摄氏度的温度波动，网络信号就可能不稳
定，因此需要精准控温的制冷芯片。

为了实现在狭小空间内光器件的精确控
温，搭载超微型半导体制冷芯片正是解决方
案。

这部“冷暖两用空调”能有多小？胡晓明
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在制作工艺上，芯片尺寸
最小可到1～2毫米，“产品弥补了国内在该领
域的空白”。目前，该项目已经投产，并实现批
量交付，相关产品已应用于5G通信、新能源汽
车及多个领域。

记者梳理发现，大赛设置了光电子信息和
大健康、智能制造、互联网+、新能源（氢能）和

节能环保、元宇宙和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现代
服务业、现代农业8个专项赛道，赛事特点更
鲜明、引才方向更精准。

入围总决赛的10个项目各具特色，既有
“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科
技引领项目，也有“宫颈癌居家早期检测”“国
土空间规划”等大健康、现代服务类项目，与武
汉产业特色深度契合，在核心技术能力、科技
含量、商业模式等方面表现突出。

三届大赛已撬动创投资金约1亿元

决赛现场邀请到的评委团涵盖了高校创
业工作负责人、知名风投基金负责人、上市公
司高管等相关人士。

“科技感强、创新性好，这样一批创业者令
我对‘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充
满信心！”现场评委点评道。

记者了解到，大赛共吸引海内外1225 个

大学生项目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选手涵盖各个
学历层次，平均年龄24.3岁，选手们创办的经
营实体中84.4%为初创企业，半数以上为高新
技术项目。决赛选手中，既有博士、硕士研究
生，也有专科毕业生。

现场，15家创投机构代表踊跃举牌，对获
奖创业项目表达投资意愿。

2021 年以来，武汉市已连续举办三届
“英雄杯”大赛，着力构建“热带雨林”式生态
环境，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
技”，着力构建全链条创业孵化体系，为参赛
选手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培训、项目推介、基
地孵化等服务，三届大赛共吸引 4637 个项
目报名，为 600 多个获奖项目落实扶持资
金，撬动创投资金约 1 亿元。举办大赛既是
为优秀创业青年搭建舞台、平台，也向大学
生群体传递“来武汉，一起创”的信号。武汉
市将推出“一揽子”服务举措，促进项目转化
落地。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智 通讯员黄安琪）
日前，赤道附近，印度尼西亚最大陆地光伏项
目——卡拉旺100兆瓦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发
电。在项目现场整齐排列的光伏方阵间，24座白
色“小房子”有序分布，这就是由武汉企业盛隆电
气制造的华式箱式变电站，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正通过“小房子”传输、配送到印尼千家万户。

卡拉旺光伏项目位于印尼西爪哇省武吉
英达市，为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这样的非
常规环境对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的箱

式变电站既要满足干季散热要求，又需在湿季
做好防潮防腐。”回忆技术难点时，盛隆电气工
程师程都表示“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为此，产品采用耐高温的变压器油，在“小
房子”的底部及侧面、高压舱与低压舱内部设
有多个散热除湿装置，并在变压器散热翅片处
加装2.5毫米厚度的防护栏。“用‘铠甲’护住最
薄弱处，既可以防止异物堵塞散热通道，又能
防止外部碰撞散热翅片产生隐患，延长产品使
用寿命。”程都说。

同时，团队还考虑了设备维护和检修便利
性，最终成品外观简约，操作简易。为了保障海运
运输，产品具备极高的密封、防腐、防盐雾性能。

印尼地跨赤道，太阳能资源丰富。印尼政
府计划到2060年将太阳能发电发展成为清洁
能源供电的最大支柱。卡拉旺光伏项目占地
约80公顷，是印尼当前装机容量最大的陆地
光伏项目。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提供超过
146000 兆瓦时的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约 11.47 万吨。按每户年平均用电 1300 度

计算，生产的能源足以供应11.2万户家庭一年
的用电，对印尼实现能源转型、改善社会民生
具有重要意义。

盛隆电气成立于 1979 年，深耕智能用电
领域45年，产品在国内智能用电市场占有率
稳居第一。2007 年以来，盛隆电气积极响应
国家“走出去”政策，参与缅甸时代广场、尼日
尔女子学院、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机场、苏丹新
港等海外重点工程建设，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创业项目刚获奖就被投资人看中
武汉大学生“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决战“高精尖”

武汉制造变电站挺进“一带一路”热带雨林
助力印尼最大陆地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长江日报讯（记者冯雪 通讯员
武关宣）7月17日，湖北外贸2024年
上半年“成绩单”正式发布。2024年
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3133.2亿
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同比，下同）
5.3%。其中，武汉市进出口1751.5亿
元，增长8.7%。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呈现
以下主要特点：

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从
整体规模看，2024 年上半年湖北省
进出口规模突破 3100 亿元，创历史
同期新高。进出口总值在全国省
区市中排名第 15 位，比去年同期提
升 2 位。从季度走势看，二季度进
出 口 突 破 16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连续3个季度同比保持增长。

经营主体活力继续释放。上
半年，湖北省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
企业突破 7500 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648 家 。 其 中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2157.3 亿元，增长 8.3%，占同期湖北
省进出口总值的（下同）68.9%，比
去年同期提升 2 个百分点，拉动湖
北省进出口总体增长 5.6 个百分
点，是湖北省外贸增长的主要力
量。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495.2 亿元，增长 12.6%；国有企业进
出口479.5亿元，下降11.8%。

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上
半年，东盟为湖北省第一大贸易伙
伴，对东盟进出口 595.4 亿元，增长
22.3%，占 19%。对欧盟、美国分别
进出口 349.2 亿元、278.6 亿元，分
别占 11.1%、8.9%。同期，湖北省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进 出 口
1513.2 亿元，增长 4.4%，占 48.3%。
此外，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分
别进出口 394.1 亿元、201.9 亿元，
分别增长 11.5%、10.9%，均高于整
体进出口增速。

武汉市“稳定器”作用更加凸
显。上半年，武汉市进出口 1751.5
亿元，增长 8.7%，占同期湖北省进
出口总值的 55.9%，对同期湖北省
进出口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达 89.6%。此外，除武汉市
外其他 16 个市州合计进出口增长 1.2%。黄石进出口
值突破 250 亿元、宜昌进出口值突破 200 亿元，均创历
史同期新高。鄂州、天门、黄冈增速居各市州前三，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上半年，湖北省出口
机电产品 1176.9 亿元，增长 19.3%，占同期湖北省出口
总值的（下同）55.4%，比去年同期提升 6.9 个百分点。
其中，手机、集成电路分别出口 116.5 亿元、93.4 亿元，
分别增长 31.2%、72.7%。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分
别 出 口 63.7 亿 元 、31.9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24.7% 、
204.1%。同期，劳密产品出口 356.5 亿元，增长 19.6%。

大宗商品进口稳步扩大。上半年，湖北省进口大宗
商品349亿元，增长19.1%，占同期湖北省进口总值的（下
同）34.6%。其中，铜矿砂、铁矿砂和煤炭分别进口152.6
亿元、111.4 亿元和 38.4 亿元，分别增长 26.9%、24.3%和
65.3%。同期，进口消费品90亿元，增长62.3%，占8.9%，
比去年同期提升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烟酒类、纺织衣
着鞋帽类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13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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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供应商扎堆考察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有限公司。

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 通讯员姚诗悦）一个鸡蛋能
提取多少种产品？正在筹备中的湖北蛋品科学研究院已
实现一个鸡蛋提取40多种产品，8种产品在红安实现产
业化。

7月17日，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省粮油进出口集团
与红安县政府签订湖北蛋品精深加工及生物提取项目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投资5亿元新建一个年加工能力
10 万吨鲜蛋，集蛋品深加工和科技提取为一体的具备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的现代化精深加工
及生物提取产业园。湖北省蛋品科学研究院（下简称研
究院）主院将落户武汉，充分衔接武汉市及全国的科研力
量。产业园与分院落户红安。

“这将是国内首个实现‘一个鸡蛋提取多种产品’、面
向蛋品全产业链进行研发和产业化的项目。目前已经拥
有多种蛋品产品产业化的能力，预计将在2026年投产，
并持续进行新品、新技术的开发。”省粮油进出口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一个鸡蛋多种产品”，除了直接生产整蛋、蛋液、蛋
粉等产品，更多的是要从蛋品中提取溶菌酶、肽等有效成
分，应用在食品、制药等领域，相关研究在全球尚处突破
阶段。

该蛋品项目将从饲料环节展开研究，生产出营养价
值更高的蛋品后，通过不断提高工艺水平、研发先进生产
设备等，产生更多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
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蛋品有效成分的理论研究、工艺研究、
应用研究都将有攻关和突破。

1个鸡蛋在武汉
可提取40多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