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3日 星期四

责编：李咏 美编：陈昌 版式：段莉莉 责校：文胜4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走 基 层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800V
电驱

东风汽车创新引领未来

熠星大赛再创佳绩，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升级

岚图知音搭载800V电驱系统。

第四届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总决赛现场。

2024年12月，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第四届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圆满落幕，获奖名单正式揭晓。东风汽车再次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凭借在
新能源汽车和工业软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赢得了历史最佳成绩——共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等7个奖项，同时也是新能源汽车赛道的最好成绩。

这一成绩的背后，是东风汽车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结果，标志着东风汽车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领先优势，也展示了其在智能化、电动化技术领
域的前沿突破。

自2023年6月赛事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中央企业、地方国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各类创新主体的5067个项目报名，涵盖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
智能等多个关键领域，首次新增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突破性技术：超轻高效三电系统与智能嗅觉系统
大赛首次设立的新能源汽车赛道由东风汽车

承办，吸引了众多车企和科研机构的积极参与。东
风汽车在这一赛道的表现尤为突出，尤其是“新能
源车超轻高效镁合金三电系统”项目，凭借在轻量化
和高效化方面的突破性创新，荣获大赛二等奖。这一
技术的核心在于采用了先进的镁合金材料，将其运用
于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成功减
轻了车身重量，同时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

“通过应用先进的镁合金材料，我们不仅在减轻车身
重量方面实现了突破，还大幅提升了电驱系统的效率和安
全性。”研发团队负责人介绍，镁合金材料的应用使电驱系
统的功率密度得到提升，从而提高了车辆续航能力。

这一技术突破得益于东风汽车近 10 年的深耕研发。

通过开发新型耐热和阻燃镁合金材料，解决了普通镁合金
在高温环境下性能下降及易燃的问题。同时，配套开发了
压铸成型、连接、表面处理等工艺，以及针对镁合金部件的
验证体系，使得单车镁合金使用量从2—3kg提高到30kg以
上，实现了减重、增效和低碳的多重效果。镁合金是世界上
最轻的结构金属，其密度约为铝的三分之二，强度达到铝的
90%。这一材料的成功应用，不仅体现了东风汽车在材料科
学领域的技术优势，也为新能源汽车的绿色发展提供了重
要助力。

另一创新项目“车慧闻——多场景智能嗅觉系统”，基
于仿生嗅觉机理，通过微型传感器阵列经过传感—车端—
云端一体化气体监测实现车内空气质量提升、车外新能源
电池监控等多种场景下的提示预警及主动干预，提升用户

的用车体验。
“简单来说，它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

监测车内空气质量，分析是否存在有害气体或异味，并通过
车载智能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空气净化功能，确保车主在驾
驶过程中能够享受健康、清新的车内环境。”项目负责人表
示，这一多种复杂气体融合系统为东风汽车首发技术填补
了行业在智能嗅觉领域的空白，为进一步提升车辆的安全
性和健康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自2020年立项开发以来，车慧闻系统已完成多种车型
的改制和路测，总验证里程超过8万公里，其新一代产品酒
精锁装置项目也已进入测试阶段。项目团队还突破了多项
核心技术，申请发明专利30余项，2024年发布了集团标准，
并参与国标和行业标准制定3项。

从大赛到创新：东风汽车从“制造”到“创造”
东风汽车的科技创新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专注核心技术突破逐步实现的。近些
年，东风汽车深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化领域，形成了多项自
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奠定了行业标杆地位。尤其是在

新能源领域，东风汽车展现了强劲的技
术优势，陆续推出岚图、奕派等

多个品牌，并成功实现产业
电 动 化 和 智 能 化 升

级。
最新数据显

示，岚图系列车
型销量同比增
长 70.9%，其

中岚图梦想家成为亮点，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在国内
市场，岚图品牌连续四个月销量破万，成功跻身高端新能源
汽车市场第一梯队。而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东风岚图品牌也
逐步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将更多创新产品推向国际，展示中
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技术和实力。

从“制造”到“创造”，东风汽车依托自主创新，研发了一
系列核心技术，并在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动力系统等多个领
域形成了全方位的技术布局。截至2024年11月，东风汽车
已拥有有效专利2.43万件，其中包括发明专利9690件，涵盖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的专利数量超过3300件。东风汽车
通过“高价值专利群”的形成，进一步提升了技术的自主可控
能力，确保了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技术方面，东风汽车已经

成为行业的技术标杆。东风汽车与华为、腾讯等科技公司合
作，共同推动智能汽车技术的研发，并推出了自主可控的车
规级芯片、自动驾驶系统等技术。通过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东风汽车在智能驾驶技术领域的研发进展显著，已在多个城
市开展了L4级自动驾驶的示范运营。

东风汽车在核心技术上的自主掌控，尤其是在新能源与
智能化领域的突破，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自2019年以来，
东风汽车加速推进“新能源跃迁”和“智能驾驶跃迁”，并在多
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关键性进展。例如，东风“马赫”动力
系统和“龙擎”动力系统分别支撑了东风乘用车和商用车的
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成功实现了电动汽车动力性能的全面
提升。与此同时，东风汽车还成功掌握了氢燃料电池的全技
术链能力，力争在未来的清洁能源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展望未来：技术突破与产业协同赋能
东风汽车在本届熠星大赛中取得的辉煌成绩，是其长期坚持科

技创新的成果体现，也是中国汽车产业快速转型的缩影。随着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技术的不断突破，东风汽车不仅为中国汽车产业的
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也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创新与升级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除了自主研发，东风汽车还积极推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通过
与中信科、华为、腾讯等多家企业的战略合作，东风汽车形成了覆盖
从智能芯片到自动驾驶系统的完整技术链条，打造了涵盖智能芯片、
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领域的产业联盟。例如，与华为共同研发的

“天元架构2.0”，为智能化电动车开发提供了强大的计算支持和数据

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了车辆的智能化水平。
在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合作中，东风汽车

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
发展。这不仅促进了技术创新的突破，也加速了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同时，东风汽车还积极布局全球化战略，通过将岚图等品牌推向国际
市场，逐步提高全球市场份额，带动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展望未来，东风汽车将在创新驱动下持续发力，力求在智能化、电动
化、网联化等领域取得更多技术突破，推动产业链绿色升级和智能转型。
通过“三个跃迁、一个向新”的发展蓝图，东风汽车计划到2025年进一步巩
固全球竞争力，助力中国汽车工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授党员突击队旗帜。
MEMS

气味芯片工作
原理示意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董晓杰）“我要一个柠
檬。”“3块钱。”“要上班了，等我下班了再来看看。”“好。”

22日上午10时左右，一问一答后，穿着时尚的许琴握着
一个柠檬，快速踏上宝善集贸市场的手扶电梯，朝着对面汉正
街上的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赶去。她经营着一家服装店。

6000多平方米的硚口宝善集贸市场已有30多年历史，是
武汉最大的菜场之一。菜场历经多轮改造，最重要的两次，一
次是20世纪90年代“引摊入市”，另一次是2020年武汉农贸
市场整体升级。

菜场安装了电梯、空调，配备了智能监控大屏。长江日报
记者看到，一楼是美食城，二楼是生鲜区。沿着手扶电梯到达
二楼，头顶上古色古香的黄色灯笼散发着温暖的光，菜场内饰
系徽派建筑风格，蔬菜、水果、肉制品、水产等摊位明确分区，
地面比较清洁，不时有保洁人员清扫。菜场的颜值、卫生状况
相比以前提升了一大步。

张登峰、张惠仙夫妇来自湖北云梦，在此经营水果摊位有
15年了，经历了菜场的几番变化。他们介绍，以前，早上七八
时是菜场人流量高峰时段，老年人居多。现在，晚上六七时还
有一波人流高峰，附近云尚、汉正街品牌服饰城下班的老板、
员工、主播三五成群来逛菜场，以年轻人为主。

“有的主播穿着带货的服装，连吊牌都没下就过来逛菜
场。”宝善集贸市场经理卫康告诉记者，作为国有老菜场，这里
比大多数商超菜价低0.5元—1元，一直受到汉正街周边群众
欢迎，还有些搬离后的老街坊从汉阳大老远过来买菜。

临近春节，附近服饰城的从业人员陆续返乡，当天来逛菜
场的年轻人不像往日那样扎堆。傍晚6时后，仍然有年轻人
三三两两过来买菜。

“也不能总吃外卖啊，来这里方便，菜多又便宜。”95后花
云、付茹化着精致的妆容，和几个年轻人结伴来买菜，他们都
在云尚工作。花云买了一只去毛洗净的鸭子，又仔细挑选了

蔬菜。“环境不错，这样的菜场我们也喜欢逛。”
卖了快 30 年菜的摊主高金平和张登峰有个共同感受：

“东西好，价钱公道，不管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卖菜总有回
头客。”他们和其他商户一样，多年来已经习惯市场监管人员
每天来抽检水果蔬菜。

记者查看当天的检测记录，青枣、龙眼、千禧果、车厘子4
种水果，以及豇豆、扁豆、生菜、菠菜、大蒜叶、上海青等10种
蔬菜的农药残留指标全部合格。

张登峰很珍惜这个摊位。15年过去，1平方米的小摊位
已扩大成三四平方米的2个摊位，养着一家人。他在武汉买
了一套二手房，育有2个孩子。菜场环境好了，生意也会更
好。“过去在菜场一天至少换3套衣服，现在有了空调，一天都
不用换衣服。冬天人气旺，完全不冷。”

据悉，宝善集贸市场日均人流量在8000人次左右，周末
高峰时段突破上万人次。

■长江日报记者袁满 通讯员周雄 陈爱青

武汉人的年饭餐桌上最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排骨藕汤。
22日晚6时，长江日报记者走进位于蔡甸城关的蔡甸宴餐厅，
十多个包厢座无虚席，排骨藕汤更是每张餐桌上必选。

王女士是其中一间包厢的食客，设宴迎接在外地读大学寒
假回家的儿子，“提前三天预订包房。孩子点了排骨藕汤、新农
牛骨头、侏儒三蒸、大集绿豆包子，都是蔡甸味道”。王女士说。

餐馆主厨杨翔说，排骨藕汤作为湖北十大名菜之一，其主
料蔡甸莲藕自宋代便被列为“贡品”。

一天卖出300份 三十载只为守住“家乡味”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小时候过年才能喝上一碗排骨
藕汤，那种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一直萦绕心头。”杨翔师从楚
菜大师卢永良，把家乡味做好做精，从业30年来他矢志不渝。

“想煨好一铫排骨藕汤，选材是第一步，尤其是莲藕，要选
用藕须较多、藕节较长、质地结实的老藕。蔡甸的莲藕又粉又
糯，就是适合煲汤的好藕。”

杨翔拿起一根半米长的蔡甸“毛三节”藕用力掰开，“你
看，藕节溢出来的浆水越多，说明藕越粉糯”。

杨翔洗净泥土、刮去外皮，切开的莲藕横截面呈现出九孔
特征。杨翔告诉记者，民间一直有蔡甸莲藕比其他地方的莲藕
多几孔的说法，或圆或扁，“7+2”个藕孔正是蔡甸莲藕的特色。

排骨是莲藕的“煨汤搭子”，可在经验老到的厨师手上，汤
色浓白显然还有其他秘诀。除了选择肥一点的排骨，杨翔还
会搭配筒子骨和带皮的猪弯骨。

他说，筒子骨和猪弯骨的油脂能让汤品更纯白浓香，油脂层
可以封住汤面防止莲藕氧化，这是莲藕保持粉色不变黑的诀窍。

煨汤的“铫子”更是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将焯水后的排骨
煸香后放入水烧开的铫子中，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再加入莲

藕和泡发一夜的干莲子，文火慢炖四五个小时。
杨翔笑着说：“早上煮汤下午喝，或者晚上煮汤早上喝，经

过一夜沉淀，排骨的浓香和莲藕的清香才能温吞转化。出锅前
撒上一点胡椒和葱花，这碗色香味俱佳的排骨藕汤便完成了。”

排骨藕汤是蔡甸宴的特色菜。老板刘金侠介绍，春节临
近，每天中午晚上几乎都是满客，几乎桌桌必点排骨藕汤，每
天现场食用加外带一共能卖超300份。

礼盒日销6000公斤 暖了外地武汉伢的“家乡胃”

好莲藕源自好山水。蔡甸莲藕不仅深受本地人喜爱，还
走俏网络，走向全国。

“我们蔡甸的九孔莲藕，生吃甜脆，煮熟粉糯，是年货必
备，大家赶紧抢购哦！”在蔡甸街道藕先生莲藕基地，主播李正
旺正举着一根新鲜莲藕在直播。

自2006年创办基地以来，李正旺不仅巩固了“毛三节”老
品种的种植，还与农科院合作引进了升级品种“香粉”系列，使
莲藕更粉糯、更高产。“线上销售的新年礼盒每天有 2000 多
单，总量超过6000公斤，订单已排到腊月二十七。”

下午5时，两辆中型快递物流车已在排队等候，农户们将
新鲜莲藕一一打包封箱，贴上标签，寄往重庆、广州、上海等地，
甚至远至新疆、西藏。李正旺说，前两天有位在西藏的武汉伢
在直播中留言：一到过年就想念家乡的排骨藕汤，今年不能回
去，只能网购解解馋。最终，这位网友购买了5公斤莲藕。

蔡甸莲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江城百臻”区
域公用品牌目录产品和精品武汉礼物，承载着乡愁和文化的力
量。为做强“蔡甸莲藕”品牌，李正旺流转了五个村的土地，开
发莲蓬采摘园、藕带种植基地、老品种保护基地等项目，还计划
将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建设综合性的莲藕生态园。

几节九孔莲藕，一铫排骨藕汤，在岁月中积淀了浓浓乡
愁，也让家的味道传递得更远、更深。 （参与采写：周佳玲）

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拧开阀门，水气裹着红
薯清香，瞬间把谭云丰包裹其中。冒着热气的红薯
粉条从机器末端缓缓挤出，位于江夏区郑店街道莲
花桥村的红薯深加工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生产。

谭云丰是加工厂的老板，长江日报记者见到
他时，他刚从两台设备中间站起来，眉毛上还挂着
白色的红薯粉浆。脚边是一台刚从设备上拆下的
水泵，由于红薯粉浆质地浓稠，这台小泵工作不到
一个月就“罢工”了。谭云丰费了不少力气才拆下
它，泵里的红薯粉浆溅了他满脸。

安排好员工的工作，谭云丰动身去买功率更
大的新水泵。“马上要过春节，附近村民都要来买
粉条，就喜欢我们纯红薯无添加的味道，一天能卖
五六百斤，得赶紧把泵买回来。”他说，“春节后，我
们准备把红薯粉条上线到电商平台，开卖以后，货
更不能断档，这段时间要加紧生产。”

工厂外，1200亩红薯地已开始了新一年的育
苗，这里是工厂的原料产地。2018年，刚刚来到莲
花桥村的谭云丰承包了30亩地，尝试过养鸡养鸭
后，他看中了这里的优良沙土地，最终选择种红薯。

“种了两年我才发现，种红薯也是个技术活。
5月种下的红薯和6月种下的红薯，虽然只隔一个
月，亩产却少了一半。”谭云丰告诉记者，查了资料
才知道，6月一过，江夏地区雨水减少，不利于红
薯生长。

自学摸索了4年，谭云丰感觉经验已足，决定放
手大干。2024年，他一口气把红薯种植面积扩大到
1200亩，聘请200多位当地农民开荒山、种红薯。

当年10月，莲花桥村红薯大丰收，一天可收
获 10 万斤。美宜佳等 200 多家便利店找到谭云
丰，订购鲜红薯用于制作烤红薯，400多万斤符合
商家需求规格的红薯很快被预订一空。但剩下的
400万斤大红薯却销售不畅，谭云丰就投资200多
万元建了这个红薯深加工厂。

“加工厂主要生产红薯粉条、芝士焗红薯和红
薯干，红薯经过加工后价值提升了5倍，同时还能
多聘请3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上班。”谭云丰说。

目前，工厂里还有两个空车间，谭云丰准备春
节后继续增加设备，扩大产能。届时，三条产线一
起开动，一天就要消耗约两万斤红薯。“现有的
1200亩红薯地产量肯定不够，今年我准备带动附
近村民，再开荒1000亩种红薯。”谭云丰信心十足。一碗藕汤温暖武汉人冬天的胃。

菜多又便宜 还装了电梯空调

老菜场晚高峰来了很多年轻人

几节九孔藕 一铫排骨汤

喷香藕汤煨出了乡愁弥漫着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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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粉条挤压成形。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