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建支点 夺取开门红

突破50项创新成果
未来显示：突破非破坏性车载用智能AI检测设备

等前沿技术
先进半导体：突破多晶圆先进封装技术
通用人工智能：突破AI智能座舱系统关键技术，开

展汽车具身智能体应用，推动芯擎科技自动驾驶芯片星
辰一号进入量产等

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实现突破，同时围绕人形机
器人整机及“大脑”“小脑”“躯干”“感知”等方面组织实
施科技计划项目

量子科技：开展1000比特量子计算机关键技术攻关
等

未来新材料：支持企业布局钙钛矿材料、石墨烯等
前沿领域

生物制造：加快新型基因沉默机制的小核酸药物开
发

脑机接口：推动脑机接口电极、芯片、智能康复设备
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等

创建升级5个创新平台
涉及制造业、人形机器人及“AI+生物制药”等

重点打造5个公共服务平台
涉及大模型、临床应用与产业服务及多个重点中试平台

推进策划30个产业项目

打造30个以上应用场景
未来显示：文化旅游
通用人工智能：制造、教育、医疗、科学研究
人形机器人：电网应急管理、家电制造
量子科技：医疗、电力、勘探、通信
未来新材料：先进金属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先进

无机非金属材料
生物制造：人血清白蛋白、预防性疫苗、细胞基因治

疗
脑机接口：柔性硬脑膜外脑机接口

（通讯员武经宣 记者李佳）

2025年我市未来产业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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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映丹心
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扬帆起航

万里长江，浩荡奔涌。“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
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

“我们志愿投身于守护长江的伟大事业，用行动
诠释退役军人的忠诚与担当。”2024年8月1日，来自
武汉等6个市州的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
会师中国安能武汉救援基地，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中国安能武汉救
援基地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共同发起组
建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作为首轮轮值主席单位，武汉退役军人“长
江卫士”志愿服务队迅速行动，河湖日常巡查、水
岸垃圾清理、环保科普宣传、秋季净水行动、长江
卫士高校行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推进。

去年12月，在龙王庙、鹦鹉洲、晴川阁、汉江
湾、王家巷，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首批5个

“长江哨位”揭牌。以此为起点，“长江卫士”还
将在两江四岸立哨成点、连点成线、搭线成网，密
织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网。

目前，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
与武汉“江湖网·预警图”平台达成共享合作。退
役军人“长江卫士”们在河湖日常巡查中，可线上
通过该平台掌握周围的水环境情况。现场发现水
环境问题，还可用手机打开“绿色江城”小程序，现
场拍照、上传，为相关部门提供水环境状态信息。

2025年新年首日，武汉“长江卫士”迎新跑活
动在武昌区沙湖公园鸣枪开跑。“我们要团结、引
领更多退役军人加入到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中
来，持续擦亮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
品牌。”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宣
传分队队长施薇说。

军休干部银龄行动
持续推动“老兵宣讲团”闪闪发光

“匠心”是武汉军休力量蓬勃的生命力，是军

休干部“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鲜活注脚。
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搭建“赛场”，让各军
休中心同台竞技、尽展风采，建好志愿服务“赛
场”，激活“银发有为”正能量。

“老兵宣讲团”作为武汉军休的传统品牌，多
次在全国、全省进行经验交流，持续开展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在此基础上，军休一中心
创新打造“情暖石榴籽—武汉军休行动”社会服
务项目，与少数民族学生产生联结，促进军休干
部与各民族学子“手拉手、心连心”，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作为“石榴籽大讲堂”项目负责人，军休干部
沙永金带领团队多次到武汉西藏中学、武汉市汉
铁高级中学新疆班等学校，为少数民族学生宣讲
长征精神、民族团结政策。其主讲的思政微课

《民族情暖长征路》入选退役军人事务部军休思
政微课遴选展示活动全国9强。

军休五中心推动打造“老兵红色地标讲解
员”志愿服务队，把革命旧址转化为教学课堂，与
向警予生平展示厅、二七纪念馆等红色地标签订

共建协议，形成“老兵讲解员+红色地标”的常态
化志愿讲解机制。

2024年11月6日，武汉市军休系统召开“银发
先锋行·建功英雄城”座谈会，学习全国“银龄行动”
老年志愿者先进代表事迹和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
宣讲汇”先进事迹，广大军休干部对此反响强烈。

“我将继续积极投身到‘银龄行动’中，发挥
‘银龄力量’。”军休二中心军休干部徐金保说。
“老兵宣讲团”成员、军休四中心军休干部张莉5
年来一直致力于红色宣讲事业，她说：“我深受鼓
舞，深感使命重大。我将继续为红色精神的传
承，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仅要说，更要做。”在武汉，还有许多像
徐金保、张莉这样的军休干部积极参与到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中，形成了多支极具特色的志愿服务
队伍。“老兵护航志愿服务队”让军休干部担任

“平安合伙人”，为社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您身
边的老军医”护航居民身体健康；“情系太阳花”
品牌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成长教育；“军休艺术团”
传递军民鱼水情……

4支服务队入选部守护家园项目
“戎耀家园·暖心邻里”志愿服务连民心

“骑电动车的家长们，请注意安全，不要碰到
旁边的学生。”2月13日上午，在汉阳区西大街小
学江景园校区门口，“戎耀江城退役军人志愿队”
队员们开启新学期“护校行动”，为孩子们安全到
校保驾护航。

西大街小学江景园校区位于鹦鹉小道，上学高
峰时车流量大、路况复杂。退役军人志愿者们分组
行动，有的在路口指挥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有
的在学校门口维持秩序，防止人群拥挤。

今年1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戎耀家
园·暖心邻里”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项目
中，武汉4支队伍成功入选，分别为“戎耀江城”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新沟桥街道老班长工作室、纸
坊街道老兵工作室、天顺老兵志愿服务团。

来自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天顺老兵志愿服务
团”由退役军人刘天顺组建而成。他1973 年入
伍，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曾被评
为全军“学雷锋标兵”。“天顺老兵志愿服务团”以
服务困难退役军人为基础，成立了老兵组、爱心
组、安全组、环卫组、宣教组，涵盖社区服务的方
方面面。

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碧海社区一位退役军人
家中马桶常年失修漏水不能使用，刘天顺带着团
队成员2次购买零件、7次上门服务，最终为其修
好马桶。在婉拒对方的现金报酬时，刘天顺说：

“我们团队义务为退役军人服务，不收取一分钱。”
由点成线、由线成面，一支支志愿服务队扎根基

层，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蔡甸街道马号社
区党委书记杨光是一名“兵支书”，在他的感染号召
下，组建成立了“军徽闪耀”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主
要开展关爱老人、平安巡逻、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

今年年初，他们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理发。“当时，为一位中风在家的老人理完发后，
他的老伴紧紧握着我们志愿者的手，说：‘我老伴
年纪大了，自从中风后就腿脚不利索，多亏了你
们来帮他理发，真的谢谢你们！’”杨光说。

撰文：丁嘉琪 朱姝颐 丁静 石丽青
出品：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融媒体中心

武汉退役军人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英雄城里，“迷彩绿”与“志愿红”交相辉映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

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加强思政引领，紧扣精神文明建

设、生态大保护、基层社会治理、应急救援、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

作，常态化组织退役军人开展志愿服务，以坚决的行动践行着“若有战，

召必回”的铮铮誓言，以无私的奉献、勇毅的担当诠释着“一日为军人、

终身有军魂”的初心使命。

截至目前，武汉市共有521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万余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员，累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600多场次。“长江卫士”用

脚步丈量生态防线，军休干部“老兵宣讲”不断创新内容点亮红色火种，

社区志愿队员用行动织密基层服务网络。护碧水、传薪火、解民忧……

武汉退役军人用永不褪色的军人情怀续写着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激励广大退役军人

踊跃参与社会志愿服务，从建强队伍、优化管理、创新活动、打造品牌等

方面，推动武汉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能力提升、影响力提升。

奉献是美丽的。致敬每一位为了他人的美好和幸福而努力的退役

军人！

武 汉
退役军人
“ 长江卫
士”志愿
服务队参
与冬季增
殖放流。

尊崇武汉
长 江 日 报
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合
办

寻访武汉AI新势力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佳 通讯员武经宣）近日，武汉市
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2025年武汉市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工作要点及重点任务清单》（以下简称《清
单》），今年要培育50家“未来之鹰”企业；全年力争产业规
模突破600亿元。

据《清单》，武汉将聚焦未来显示、先进半导体、通用人
工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通过技术突破、平台建设、产业培
育等多维度举措培育未来产业。武汉力争首批培育50家
以上“未来之鹰”企业，为初创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支持引
导一批成长性企业，在印刷显示装备、先进存储器、脑机接
口、人形机器人整机等细分领域“专精特新”发展。

“加强未来产业领域企业源头培育，是今年重点任务
清单的‘重中之重’。”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之鹰’企业，是指那些成立时间不长，但创新实力强劲的
新兴企业。它们站位前沿领域，如同雄鹰翱翔高空，视野
广阔；凭借硬科技优势，精准洞察市场，好似雄鹰目光敏
锐，一击即中；这类企业具备规模盈利预期，有力的羽翼能
拓展生存版图；它们发展空间广袤无垠，市场未来可期。”

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清
单》还提到，要打造30个以上应用场景，涵盖未来显示、通
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加速技术的实际应用。此外，武
汉还将支持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
导区。

去年，武汉出台《武汉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
方案》，选取13个细分领域绘出“武汉未来产业地图”，并提
出，力争到2027年，全市未来产业营业收入规模突破千亿
元。到2035年，力争未来产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万亿级。

武汉今年培育50家“未来之鹰”企业
站位前沿领域 创新实力强劲

（上接第一版）
“从网上提交申请，到现勘、审批、领证，全程不到一小

时。”2月28日，武汉市佳源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西河桥店
负责人雷女士在黄陂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取了药品经营、医疗
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备案、预包装食品备案、行业综合等5张
许可证。雷女士的点赞，正是武汉以“高效办成一件事”赋能
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目前，武汉市推动审批与监管一体化改革强化审管衔
接，全市已推出110余项涉企“集成办”事项；搭建审批与监管
一体化平台，打通10个市直部门监管执法系统，已推出36项
审管联动应用场景，被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查作为典
型经验推广。

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全市实
施审管联动18.8万余次，服务企业130.4万余家，平均减环节
68％、减材料42％、减跑动84％、减时限86％。

提升产业服务水平
1平方公里聚集200多家汽车软件企业

1月18日，杉杉商业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21座奥莱综合
体——武汉杉杉奥特莱斯项目，历时 7 个月，在武汉经开区
封顶。预计今年6月基础工程完工后首批商户进场，9月正
式开业。

与之相望的南太子湖畔，东软软件园已于去年5月正式
开园。这个方圆1平方公里的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已聚集
200多家智能汽车领域企业、3万余名软件人才。

“以杉杉奥特莱斯项目开工为契机，我们引进了更多多
样化高端商贸服务企业入驻，满足企业职工生活需求，努力
营造软件人才愿来愿留、乐活乐享的产业生态。”武汉经开区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党工委委员王京津说，在引入两家企业入
驻的过程中，组建了专班，全程贴身服务项目建设，为企业提
供全过程全流程服务。未来争创全国领先的智能汽车软件
创新中心。

产业生态的核心，在于通过链式思维推动上下游企业集
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去年，武汉发布升级版产业地
图，各区产业布局和网络安全、高端装备、大健康和生物技术
等16条重点产业链空间布局“一览无余”，并在全市实施产业
链链长制。

产业生态，还需要政策引导和要素供应来支撑。据市金
融部门介绍，截至2024年末，武汉综合金融平台“汉融通”归
集涉企信用数据19类57项，覆盖市场主体29.5万家，入驻机
构1675家，累计促成融资4218亿元。其中，“青创贷”专区发
放贷款超40亿元，扶持企业5500家，带动创业就业超4万人。

根据市市场监管局数据，2024年武汉全市新登记经营主
体55.48万户，同比增长31.29%；企业总量突破100万户，达到
105.48万户，升至副省级城市第四位；经营主体总量236.25万
户，升至副省级城市第五位。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武汉将持之以
恒抓好营商环境，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更好激发高
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完善生态环境治

理长效机制，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武汉。要深
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深
入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进一步提升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不断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制度机制，强化数字赋能生态环境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品质。要大力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倡
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会议强调，要以案为鉴，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责任担
当，改进工作作风。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切实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要坚持求真
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根本问题、关键环节，务求整改取
得实效，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群策群力，强化
社会监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工作合力。

杨玲、刘子清、陈劲超、吴朝安、曾晟、沈悦、陈国良、陈光
菊、杨相卫、张忠军、梁鸣、赵利洪参加会议。

活力升腾看武汉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佳 通讯员武经宣 周圣佺 黄忠
政）“企业实现正向现金流了吗？”武汉安湃光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湃”）首席执行官、在站博士后孙昊骋的回答
是“没有”。

如果拿传统标准，这家企业还没有“赚钱”。然而长江
日报记者发现，支持该企业“开发光芯片”已被列入武汉未
来产业今年工作要点。

就在今年，这家企业的3.2T超高速光模块芯片将赶在
市场需求到来前量产，这是下一代大规模、高性能“AI智算
中心”的必备硬件。

3月4日，记者来到江夏区庙山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全
球首条自主8英寸薄膜铌酸锂流片产线上，工程师正在将光
刻胶图案转移到铌酸锂材料上，还有工程师正在显微镜下
检查光刻图案，据介绍他们都是博士。

李廷安和王宣皓博士从洁净室内走出，向记者介绍：铌酸
锂材料很“犟”，特性不易被控制，一旦“驯服”就可堪大用。薄
膜铌酸锂光模块芯片因带宽高、功耗低，被视为下一代光通信
的黄金赛道，全球仅有少数企业掌握全链条生产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夏教授
4年前带领“薄膜铌酸锂”技术团队回到武汉。他在光通信
行业钻研近20年，发现我国该领域下游强大，但空芯化严
重。2022年，安湃在江夏创立。包括孙昊骋、李廷安、王宣
皓在内，10位博士加盟，他们大多是“90后”。

“2012年启动，2015年曝光、刻蚀工艺突破，2022年武汉

安湃光电有限公司成立。”记者看到，团队“攻关史”直接刻
在了企业大门口，对每一步工艺介绍毫不含糊。

“开公司最难的第一关你猜是什么？开会。”孙昊骋介
绍，企业核心员工都是博士，习惯自主完成课题，人际交往
能力不足，一开始开会就难以凑齐人。面对半导体高端制
造多环节协同、跨领域合作的需求，他们闯过40多道工艺难
关。孙昊骋笑称，如今大家“像博士少一点，像工程师更多
一点”。

江夏科投集团的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注入安湃，最终助
企实现从0到1的“关键一跳”。安湃量产了薄膜铌酸锂高
速光调制芯片，去年企业合同额超1500万元，今年将量产匹

配下一代3.2T高速率光模块的光芯片。
3.2T是什么概念？孙昊骋介绍，目前数据中心、算力基

建使用的主要是400G、800G光模块，少数超大型数据中心
开始尝试1.6T光模块。未来，随着数百万级GPU数据时代
到来，被称为“AI连接神经元”的3.2T光模块及光芯片将全
面铺开。届时，大模型训练时间将缩短一半，普通人将拥有
个性化虚拟助手。

还得等多久？“我们不等。”孙昊骋介绍，他们正在尝试
不同“配方”，寻找成本更低的电极材料。

2月28日结束的2025亚洲光电博览会上，安湃的“好东
西”已引来众多意向订单。

能让大模型训练时间缩短一半

下一代人工智能核心芯片年内量产

安湃光电薄膜铌酸锂调制器晶圆。 胡赞威 摄产线上，博士工程师正在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