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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徐丹 通讯员蒋秋雨

在全面落实省委“建成支点、谱写新篇”
战略规划，深入践行市委“当好龙头、走在前
列”工作要求背景下，武汉经开区如何以改
革创新精神勇当发展先锋？围绕这一时代
命题，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市委常委、武汉
经开区工委书记刘子清，探讨该区如何通过
创新突破展现担当作为，在支点建设中打造
示范样本。

问：全省“新春第一会”发出了支点建设
的动员令，要求武汉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
头、走在前列”。武汉经开区作为湖北最早设
立的国家级经开区，如何在“支点建设”中更
好发挥作用？

答：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
支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的战略定位
和使命担当。武汉经开区作为湖北最早设立
的国家级经开区，也是省市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之一，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地位重要、责任重
大。我们将切实扛牢服务支点建设的责任担
当，按照省委“实施七大战略，提升七个能
力”，市委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
武汉之“重”的部署要求，找准工作切入点和
着力点，择高而立、向上而行，奋力“追转超”
不动摇，巩固提升武汉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地位，加快打造“两区、一基地、一中心”，推动

“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
一是打造国家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依

托武汉经开区承担的“武襄十随”国家级汽车
产业集群龙头等8大国家使命的先发优势，发
挥区内10家整车企业、14座整车工厂、100个
零部件研发中心、1000个零部件高新技术企
业等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形
成万亿级汽车产业生态，成为国家重要的汽

车生产基地。
二是打造中部地区产业和科技创新融合

引领区。依托武汉经开区厚实的制造业基础
和区内6所高校、2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112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0家中试平台等组
成的创新力量矩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以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引领产业
升级，在推动中部地区创新发展上发挥好表
率、引领作用。

三是打造湖北改革开放先行区。依托国
家级经开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功能定位，
抢抓新一轮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机遇，
深化“区政融合”，加快探索“管委会+公司”模
式，重塑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发展
外向型经济，依托外资外企、国际人才密集的
资源优势和综保区、汉南港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等通道优势，更大力度走出去、引进来，打
造湖北立体开放的重要节点。

四是打造武汉城市副中心。依托军山新
城作为武汉7个城市副中心之一的定位，加快
推动全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优
化产业、科教、医疗、消费等城市副中心功能，
提高城市承载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建设成为
全市人口、人才疏导的重要战略区域。

力争到2035年，全区经济总量、人口、市
场主体等实现倍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
亿元，人口规模突破150万人，市场主体突破
35万户，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化车谷基
本建成。

问：面对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大
势，武汉经开区将如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把“世界车谷”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答：武汉经开区因车而建、因车而兴，是
东风公司总部所在地、全国汽车产业最密集
的区域之一，整车产量占全省 55%、全市
90%。省委提出要全力支持武汉经开区打造

“世界车谷”，对武汉经开区的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定位、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

坚定信心、敢想敢干，持续壮龙头、强链条、优
环境，以超常规的举措推动“世界车谷”建设
尽快成势见效。

一是培育龙头引领的企业雁阵梯队。抢
抓汽车产业转型“窗口期”和国家优化汽车等
重大生产力布局机遇，推动存量项目提产增
效、增量项目加速落地，全力服务保障东风本
田、岚图、猛士、东风乘用车、莲花、小鹏汽车
武汉零部件基地等重点企业提速发展，打造
一批引领性的千亿级、百亿级、十亿级汽车制
造龙头企业。特别是推动“东风系”自主品牌
产能释放、“小鹏系”扩产提能，再造2家新的
千亿级企业，形成支撑省市汽车产业发展新
的“顶梁柱”。

二是壮大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做
实“链长+链主+链创”机制，系统梳理区内汽
车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开展精准招商，持续优
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条，构建空间高度集
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车
能软芯材”产业集群，做优半径50公里的“两
小时供应链圈”，推动企业就近配套、“隔墙供
应”，实现降本增效。特别是围绕打造“135”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汽车“1个核心产业”，智慧家居、智能建造、软
件及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3个主导产业”，
氢能、新材料、集成电路、低空经济、大健康及
生物技术“5 个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全链向
新、集群成势。

三是打造开放融合的产业发展生态。持
续塑造武汉经开区交通区位优越、汽车产业
链完备、政务服务高效务实等优势，营造近悦
远来的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开展汽车巡展促
销活动，多渠道扩大汽车出口，打造长江中游
汽车（出口）集散中心，提升“车谷造”品牌影
响力、市场竞争力。持续扩大汽车“朋友圈”，
推进“一区多园”“双谷联动”，引领“武襄十
随”国家级汽车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问：当前，湖北正在实施科创引领战略，
武汉正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作为省市工业经济主战场之一，武汉

经开区如何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以
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答：武汉经开区作为传统的工业大区，国
家省市科创资源布局不多先天不足。我们深
刻感受到，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摆脱“低端
锁定”，只有通过产业创新才能实现“发展突
围”。我们将始终坚持“车谷，在车，更在谷”
的理念，坚定不移把创新书写在发展的旗帜
上，找准产业和科技创新的结合点，调动一切
资源力量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呵护创新，加
快建成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

一是构建具有经开区特色的产业创新
体系。始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平台全覆盖，引育一批成长
性高、引领性强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到 2035
年，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数量达到 300 个，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7000 家。特别是聚
焦重点领域推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与东
风携手构建新一代汽车原创技术策源地，全
力支持东风公司依托东风研发总院和全球
创新中心，推进汽车基础科学和前瞻性技术
研究，组建湖北车谷实验室，全面增强产业
创新能力。

二是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和
集中显示区。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高新
区，高标准建设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氢能
科技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
园、现代种业科技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
泛半导体产业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 8 个集
中式、专业化“园中园”，加快培育一批新的

“百亿级”创新园区。
三是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

链深度融合。持续强化政策、人才、金融等支
持，用好用足500亿产业发展母基金，加快建
设“一核两片”环大学创新发展带，支持华科
大军山校区二期和理工大军山校区二期、三
期建设，构建与经开区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学
科专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业孵化体系，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产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牢记嘱托 建成支点
区 委 书 记 访 谈

市委常委、武汉经开区工委书记刘子清：

择高而立、向上而行
推动“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

一日

前段时间，我终于和相
差49岁的忘年交陆洋老师在

武汉相聚。这位老师是“国宝级播音
员”，妥妥行走的播音教科书，更是我的
偶像、好友、老师。

3月16日，我得知老师要来武汉参加
活动，激动得立马发微信：“老师，趁着天
气好，我带您逛黄鹤楼、看长江大桥咋
样？”老师今年72岁，虽已退休，仍活跃在
配音和评委工作中。我本以为会被拒
绝，没想到老师爽快答应：“必须登黄鹤
楼、看长江大桥、逛湖北省博物馆！”老师
的回应让我瞬间充满期待。

3 月 26 日，我和老师一同步入黄鹤
楼，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感受着江风拂
面，沉浸在古人的诗意里。

在黄鹤楼广场，老师直接开启即兴模
式，朗诵崔颢的《黄鹤楼》。他的声音一出
来，周围游客都被吸引过来，驻足围观。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老师语速徐缓，“昔人”“空余”重音轻
读，一下子把悠远又怅惘的感觉带出来了，
在“去”和“楼”后面还稍作停顿。接着“黄
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复返”

“空悠悠”重音凸显，节奏又略加快，声音里
满是对岁月流逝的感慨，在“一去”后面停
顿一下，时间流逝的沧桑感瞬间拉满。

到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
鹉洲”，语调变得平缓，“历历”“萋萋”重
读，一幅清晰又蓬勃的画面如在眼前展
开，节奏稍缓，每句中间短暂停顿，悠然
意境直接溢出屏幕。

最后“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使人愁”，前句升调，重音在“何处是”，表现内心的迷茫
追问；后句降调，“使人愁”重音，节奏放缓，声音里满含
愁绪，在“愁”字处还拖长，余韵悠长，思乡之情直接推
至高潮，这朗诵水平，绝了！

和老师登黄鹤楼游武汉，对我来说就是一堂行走的
大师课。老师更手把手传授朗诵技巧，他示范朗读《水调
歌头·游泳》时，开篇语速轻快，声音明朗；到了“万里长江
横渡，极目楚天舒”，节奏加快，声音激昂；特别是“一桥飞
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句，他特意在“飞架”“变”处停顿、
重音强调，声音变得沉稳厚重；最后的“神女应无恙，当惊
世界殊”又放缓语调，声音里带着感慨，营造出悠长的意
境。老师的一番示范，我明白了朗诵要根据情境调整语
速、节奏，声音会更有层次，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说：“朗诵不能只亮嗓子，
情感才是核心，声音只是表达情感的工具。”说着还指
出我的问题：“朗诵要学会留白，才能让听众感受诗句
背后的力量和温度。”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

老师还跟我分享了一个重要心得。他说朗诵时的
舞台表现也很重要，台上的每一个眼神、走位、手势都要
跟着诗句的情感走，全身心投入，用肢体语言加深作品的
感染力。这个建议也为我今后的朗诵提供了新的思路。

转眼间两天的相处就结束了，这波学习真的太值
了！期待以后能有幸和老师同台主持，用声音和老师、
观众对话。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孔令坤

【人物简介】

陆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新闻和报纸
摘要》《全国新闻联播》主播，他也是高校播音专业学科
带头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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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陆洋（右）老师同游黄鹤楼。

故事

春天的快乐
欢乐时光，泡泡见证！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陈胜平摄于武昌江滩

（整理：戴容）

美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刘刚 吴
江丽 刘琴）武汉三新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新电力）二楼的产品展示区
入口处，一套外表蓝白相间的设备摆在显眼
处。

这是被客户退回的一套不合格产品。公
司总裁王秀萍说，展示区建成4年，里面的产
品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这套设备却从未挪
动过。

位于东西湖区径河街道中南高科产业园
的三新电力，是一家电力高压领域检测设备
研发生产企业。2020年，三新电力接到清华
大学雷电冲击发生器定制任务。王秀萍说，
如果成功生产出这个产品，公司将打开一个
新市场。历时半年，投入了 30 多万元，三新
电力将图纸变成实物。不料，这套设备却因
不合格被退回了。

研发工程师黄玥说，半年努力付诸东流，
研发团队开始从每一个环节查找原因。因为
设备主要零部件涉及国内30多家厂商，企业
派出人员一家家走访，终于找到了失败的细
节。两个月后，重新研发制作的这套设备终

于达到了委托方的要求。
这一年，公司设立产品展示区，这套不合

格设备被摆到醒目位置。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让所有员工时

刻自省，一个环节的微小疏忽会造成整台设
备的失败，二是让客户看到我们注重质量的
决心。”王秀萍说，与此同时，公司还出台了系
列质量考评制度，评分优秀和良好的员工，可
获得额外奖励，获评合格和差的员工则会受
到相应处罚。

王秀萍说，最近四年，公司除向国家电
网、中国电建、大唐集团等大型企业提供设备
外，产品还出口到美国、荷兰、智利等50个国
家和地区，“没有出现过设备因不合格被退回
的情况”。

数日前，沙特阿拉伯一电力企业负责人
哈菲兹，在武汉与三新电力签订了一项价值
200万元的设备采购合同。他对与三新电力
的合作表示放心，他说：“企业通常不愿向客
户谈及过去的失败。将‘不合格品’摆在展
示区，这是对客户的坦诚，也是对技术充满
信心。”

把“不合格品”摆在产品展示区

这家企业“自我揭短”收获海外订单

王秀萍（右一）为新入职员工讲述“不合格品”背后的故事。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摄

千余种药品精准识别；“神经中枢”实现
0.01秒级指令响应，机械臂达到毫米级协同，
单次抓取成功率超过99.999%。

这些看似难以达到的智能药房功能极
限，在武汉库柏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
柏特）与武汉工程大学的联合攻关下，正在一
步步变成现实。近日，在湖北科创供应链平
台助力下，库柏特在全球首创的智能药房自
动补药技术攻关取得阶段性突破。

“小巨人”挑战智能药房全流程自动化

4月7日上午，浏阳市中医院，药师将患
者取药单对准扫描仪轻轻一扫，处方单上的
药品信息便通过“智慧药房管理系统”转化为
指令——斜槽发药机与机械臂协同作业，15
秒内完成10种药品的自动分拣。

这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库柏
特以 AI 赋能精准医疗的一个应用场景。公
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廖圣华介绍，大型医
院门诊药房具有药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无
序堆叠等特点，无论是以前的传统药房，还是
现今一些医院正在使用的智能药房，都需要
人工补药。

能不能实现机器自动补药，实现智能药
房库（存）、补（药）、发（药）全流程一体化和自
动化？面对医院的这一需求，近两年来，该公
司研发团队迎难而上，启动智能药房系统2.0
版研发。

“智能药房系统2.0版将实现发药、补药

又快又准。”廖圣华介绍，届时药师只需将取
药单对准扫描仪轻松一扫，取药单上所列药
品就从机器发出抵达出药口。同时，系统自
动管理仓库进行自动补药。廖圣华说，智能
药房自动补药技术，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属于
首创，突破这一技术需要攻克三大难题：料框
中无序堆叠的千余种药品的高精度快速定位
技术，多约束下机器人补药运动规划技术，发
药数据驱动的双模协同操作控制技术。

为寻找技术攻关合作方，库柏特在湖北

科创供应链平台提交“面向零接触药房的智
能双模补发药系统的关键技术”需求，武汉工
程大学先进制造与智能机器人团队迅速响
应，双方一拍即合，该校付中涛教授带领的10
人攻坚组加入项目研发团队。

智能药房已推广至全国100余家医院

“在双模发药过程中，若斜槽与平槽控制
不当，会导致发药失败或效率低等现象。”付

中涛教授介绍，智能双模补发药系统需要同
时提高发药效率与发药稳定性，就需要研究
发药数据驱动下机器人快速准确发药的控制
技术，进而构建不同药品的双模协同控制模
型；补药过程的核心算法研发，需要解决料框
中无序堆叠药品的高精度快速定位、机器人
补药运动规划、双模协同操作控制技术。

经过双方联合攻关，目前已经解决了药
盒的视觉快速定位、补药运动规划以及双模
协同发药控制问题，机器人补药效率超过800
盒/小时、药品定位精度小于0.1毫米、单次抓
取实现“零差错”（成功率达到99.999%）。

4月7日，在研发实验室模拟药房中，二
代系统（“库—补—发”一体化控制系统）预演
着智能药房的“终极形态”：智能仓储区立体
货架实时显示1400种药品的温湿度、效期数
据，机械臂自动完成“先进先出”的精准补给；
在双模发药区，取药单扫码瞬间，“神经中枢”
发出指令，斜槽发药机与机械臂同步启动，标
准药盒如“珠落玉盘”般滑入取药盘，异形药
品由机械臂“轻拿轻放”；数字孪生大屏上，药
品流转数据与AI用药建议同步生成，药师专
注审核特殊处方。“此项技术落地后，每个药
房可多节省数名人力，配药效率进一步提升
30%。”廖圣华说。

目前，库柏特智能药房系统1.0版已在武
汉协和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等20家本地大型医院使用，并推广至全国
100余家医院。

（陈卫东 施馥甜 王曦）

武汉企业全球首创智能药房自动补药技术新突破

千余药品精准识别 单次抓取“零差错”

库柏特智能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