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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实习生黄晶晶）这
两天，武汉黄陂巨龙大道旁的宋家岗加压站工
地格外热闹。吊车挥着长臂运送建材，工人们
忙着扎钢筋、浇水泥。2月24日上午，武汉城
投水务集团项目经理杨俊手拿图纸，在项目上
脚步匆匆，“这是关系到周边数万居民夏天用
水的大工程，要抓紧！”

加压站是供水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设施，可
通过对水源进行加压处理，确保输送至末端的
供水压力稳定。

“以前一到三伏天，住高层的街坊就犯
愁。”杨俊告诉长江日报记者，黄陂南部处于城
市供水管网的“神经末梢”，夏天用水高峰时，
部分地段水压不足，高楼层水龙头“滴滴答”，
居民呼声最迫切。

等宋家岗加压站建好，就能与前期建成的
塔子湖西路加压站、塔子湖西路加压站至宋家
岗加压站供水管道工程一起，形成一条12.2公
里的全新输水通道，将北鹤咀水厂、宗关水厂
生产的自来水输送到黄陂南部。航空企业总

部区及周边13.5平方公里区域纳入全市供水
的“大网”中。

现场，记者在施工塔上看到，一个巨大的
全地下式清水池已初见雏形，施工人员正在绑
扎钢筋，准备进行结构现浇。

“池体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柜’，将为供水
提供充足的储备空间，在用水高峰或突发情况
下，能够及时补充水量，保障供水的连续性与
稳定性。”项目施工方项目经理李黎说，这是黄
陂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清水池，容积达1.2万

立方米，从中心城区输送来的自来水在这里缓
冲、加压，送往输水末端。

“把这个‘大水柜’全部藏在地下，其实很
有挑战”，李黎说，全地下式清水池最大基坑深
度达12米，项目周边邻近居民小区，清水池内
部需要浇筑多个墙体用于封顶承重，对施工精
细度要求很高。连日来，项目管理人员紧盯现
场，指导施工人员规范操作，确保清水池结构
稳定。“建成后，地下是水池，地面是绿地花园、
停车场，向市民开放，让有限的空间被最大化
利用！”

杨俊说，宋家岗加压站工程计划于3月底
完成清水池、加压泵房、辅助用房土建建设，项
目力争于5月30日前完工通水。建成投用后，
每日10万吨的供水能力，解决片区夏季用水高
峰紧张问题。 （参与采写：杨丝涵）

珞珈创新港开工
建全国性北斗产业示范区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蔚 通讯员吴迪 王保玲）2月
24日，珞珈创新港产业园开工仪式举行，项目定位为
中科·武大智谷科创转化的承载地，将打造全国性北斗
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约3.8万平方米，将
建设以北斗为主导、通讯通信为辅的花园式创新创业
小镇，目标是吸引北斗应用信息通信等领域的优质企
业和顶尖人才集聚，形成北斗产业融合发展集群。毗
邻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珞珈创新港，将承
接转化高校院所北斗技术成果，实现院校创新成果落
地转化。

据介绍，目前项目的招商展示中心已建成，项目
首期预计在年内开业亮相，届时将呈现一个涵盖高
档写字楼、配套商业、精品酒店、公寓等业态的北斗
产业旗舰综合体，汇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在此创
新创业。

近年来，武昌区锚定数字经济主攻方向，深入推进
“黄鹤楼星空计划”，布局中科·武大智谷等“一谷一廊
多带”数创空间，建设珞珈创新港产业园、小洪山科学
城等一批创新项目。构建创新生态成为武昌推动区域
转型发展、打造创新高地的核心路径。

武昌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打造一流的
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和服务，推动优质项目快速落地、前沿成果高效转
化。

（参与采写：张锦涛）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2月25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湖北青创园
（光谷）大楼内的灏存科技，就被眼前的景象震
撼，一群年轻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围在一起，戴
着数据手套隔空操控机械臂倒水，或穿着全身
动作捕捉设备，在虚拟世界里“大杀四方”。就
连午饭时间，这里都是热闹非凡，楼上楼下、隔
壁企业的员工端着饭盒纷纷赶来“打卡”，争相
体验这些最新研发的“黑科技”。

2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没有传统的格子
间，只有20来名员工，大部分空间被各种前沿
科技装备占据——穿戴设备、VR眼镜、竖立显
示屏……

“我们这儿不像办公室，倒像个科技游乐
场。”灏存科技的CEO熊鹏航笑着说道。这位
35岁的海归创业者，正是这股创新浪潮的推动
者之一。

2016 年，熊鹏航制作出了第一代数据手
套，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在布料上固定传感器
和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彼时，他将人工智能融
入机器触觉方向，一切从零开始。2017年，他
只身回国创业，“我们坚信，中国才是实现梦想
的舞台”。

“创业需要一点奋不顾身的勇气。”熊鹏航
说，但勇气之外，更需要技术。在他的办公桌
上，始终放着一本解剖学书籍，团队从基础科
研做起，跨学科攻克难题，将生物仿生学、人体

工学转化为计算机可理解的算法。
最初的挑战来自硬件。“市面上找不到理

想的传感器，就自己做。”熊鹏航带着团队遍寻
全球供应商，买回来上百种传感器，反复测试
误差、精度、功耗和稳定性。创业初期，他甚至
在自家杂物房里埋头研发了 6 个月。直到拿

到共青团湖北省委提供的第一间办公室，这支
当时仅有 3 人的创业团队才有了正式的落脚
点。

经过7年发展，公司自主研发的肢体动作
识别技术已迭代至第十代，并掌握40余项专利
技术，跻身全球仅9家“成熟玩家”之列。

“我们现在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新进展，
始终走在技术前沿。”28岁的帅东琴加入公司
不到2年，她切身感受到研发团队的创新活力，
与公司一同成长、不断突破。如今，团队已扩
展至20余人，平均年龄仅27岁。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投身科技创新，在创业的道路上并肩前
行。

熊鹏航坦言，光谷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聚
集地，创新氛围浓厚，扶持力度也很大。“我们
很少主动向政府申请支持，但该有的政策从未
缺席，甚至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都给予
了关键支持。”2024年，公司承担了武汉市人形
机器人重点研发课题——人形机器人运动神
经中枢（小脑）研发，同时深度参与“荆楚一号”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攻关。

“荆楚一号”是国内少有的采用直线关节
驱动方案的人形机器人，具备长续航、稳定行
走、站立能力，并搭载20个自由度仿生头部和
高灵敏度电子皮肤，能够实现视、听、触等多模
态交互。

灏存科技通过穿戴式肢体识别设备，精准
捕捉、训练、采集人体动作数据，让机器人的全
身都和人一样自然流畅地“动起来”。“任何关
节活动0.001度的变化，都能在3毫秒内反馈给
远端机器人。”帅东琴补充道。

“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起点，世界
将变得更加赛博朋克。”熊鹏航的日程比创业
时期更忙碌，平均一个月要出差两周以上，总
是搭乘最早班出发，最晚班返汉。与之相对的
是，公司已与国内多家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
知名高校及核心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一同推进
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让机器人动起来流畅自然

他把办公室建成科技游乐场

长江日报讯 2 月 25 日，在位
于武汉经开区的融通汽车工业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
汽车）武汉氢能产业园，一批纯白
车身、印有“融通720”标记的氢能
牵引车依次排开，整装待发，车内
搭载智能辅助驾驶、中控触摸屏等
智能配置，科技感扑面而来。

融通汽车是一家聚焦氢能源
全产业链建设的民营企业。2024
年7月，融通汽车氢能产品产线及
运营平台项目签约落户武汉经开
区军山新城，主要围绕氢瓶、氢燃
料发动机及相关产品进行产线布
置，重点打造以湖北制造为特色的

“荆、楚、汉、沔”四大家族系列氢能
源产品。

“我们签订了500台氢能牵引
车订单，首批20台即将在3月底迎
来交付。”连日来，融通汽车执行董
事、总经理张红权忙得脚不沾地，
一边跟进氢能牵引车、氢能船舶、
氢能无人机等一批项目的交付，一
边与省内外的地方政府部门洽谈
氢能应用合作。

据介绍，“融通720”由融通汽
车与博世氢动力、庆铃汽车等共
同研发生产，载重49吨，装配了融
通汽车自主研发的 189 千瓦燃料
电池发动机，通过双电驱桥驱动
实现720匹超强动力，历经高寒高
温高原测试，百公里氢耗为 6—9
公斤。

“氢能车比电动车跑得远，比
燃油车省钱。”融通汽车商务部总
经理皮业强算了一笔账：在物流行
业，主要有人工、高速费、能耗成本
等三方面。以一辆从武汉开往宜
昌的 49 吨氢燃料重卡为例，线路
往返全程约 690 千米，相比燃油
车，可节省油费420元；相比电车，
氢能车有续航久、耐低温、寿命长
等特点，运营成本及综合经济性更
具优势。

氢能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已成为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下一个风口。此前，湖北省出台的《支持氢能
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指出，以武汉经开区为重
点，打造氢能产业园区。

“公司在汉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张红权介
绍，在融通汽车的新办公室周边，绿动氢能、武汉理
工氢电、海珀特等一批氢能产业链企业聚集，上下游
企业联合创新，正加速打通氢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的

“最后一公里”。他透露，目前融通汽车氢能观光接
驳车、工业级氢能物流无人机、共享氢能单车、氢动
力示范小区等一批新场景商业化项目正加速推进，
计划年内落地。

（王双双 刘林畅 孙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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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 随着春菜季的到来，武汉商
超上架的一款名为“高原板蓝根青菜”的新品
引发消费热潮。近日，记者走访了多家盒马鲜
生门店看到，高原板蓝根青菜被摆放在春菜品
类的显眼位置，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武汉盒
马数据显示，高原板蓝根青菜2月环比销量增
长超200%，2月销量已超香椿，成为今春餐桌
上的“新晋顶流”。

高原板蓝根青菜是华中农业大学傅廷栋
院士团队历时 17 年研发出的新型功能性蔬
菜。这款蔬菜由菘蓝（板蓝根）和甘蓝型油菜
杂交而成。与普通油菜相比，它的营养成分更
全面，口感清甜，并且对烹饪手法要求不高，清
炒或涮煮都可以，不容易煮老。

不过，从实验室到餐桌的产业化之路并非
坦途。

盒马全国春菜采购相关负责人金汉涛介
绍，这是第二次上架高原板蓝根青菜：“之前小
规模上市时，存在产量不稳、口感偏柴等问
题。我们和研发团队经过3年多的试种，终于
找到了适合高原板蓝根青菜的种植环境和方

式，并与供应商达成了定植合作。目前这款新
品已经实现稳定供应。”

金汉涛介绍，当前在售的高原板蓝根青菜
来自云南红河，消费者目前主要是把它当作一
种新的蔬菜食用，并没有太关注其功效。对于
高原板蓝根青菜的好奇点主要是口感和味道。

市民丁女士表示，曾在感冒期间购买
该菜品，却意外被口感“圈粉”。“第一次买
来的时候虽然味觉迟钝，但是口感是属于
茎特别清脆，叶子糯糯的，瞬间爱上。感冒
好了之后又买了几次，发现还有点甘甜的
口感，很像之前在南方吃过的新鲜菜薹的
味道。”

胡女士也表示，口感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自己不仅复购了多次，还把它推荐给了朋友。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新鲜有趣又营养的食品推
出。”

对此，金汉涛表示，“盒马一直在不断挖掘
像高原板蓝根青菜这样的科研新品，不断满足
顾客尝鲜的需要。”

（九派新闻实习记者范彦芳 记者曾金秋）

华农院士团队17年研发迎来量产

高原板蓝根青菜新晋今春餐桌顶流

黄陂宋家岗加压站冲刺5月完工

数万居民夏天用水有保障了

寻访武汉AI新势力

技术人员展示自研的人工智能动态捕捉设备。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写有板蓝根青菜信息的展板放置在了货架显眼位置。 九派新闻实习记者范彦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