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甦 通讯员张莹莹）长江日报记者
近日从岚图汽车获悉，4月，岚图汽车销量达10019辆，同比
增长150%，连续两个月销量突破万辆大关。今年1至4月，
岚图累计销量达36053辆，同比增长77%。截至目前，岚图
汽车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20万辆。

当前，湖北省推出的汽车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政策也
成为拉动销售的重要力量，报废补贴最高可达2万元，置换
补贴最高为1.5万元。岚图汽车武昌万象城门店店长鲁振
介绍，仅“五一”期间，全店就销售了20台车，“不少顾客在
节前就打电话咨询补贴政策，假期第一天一开门，店里就坐
满了人”。

海外市场方面，岚图也持续发力。4月30 日，岚图携
FREE、知音等战略车型亮相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办的
租赁博览会，现场收获16台订单，并收获97组高意向客户
信息。此外，岚图还与亚美尼亚商业银行等三家当地金融
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围绕“0首付+电池租赁”模式签署合作
备忘录，推动本地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2024年，岚图发布“出海战略”计划，计划到2030年在
全球布局60个国家，建设5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销量
50万辆的目标。

目前，岚图汽车已进入挪威、芬兰、丹麦、荷兰、西班牙等
西欧市场，并持续拓展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希腊、意大利等中东欧市场。今年一季度，岚图海外
订单同比激增205%。随着产品矩阵日趋丰富、全球市场快速
扩张，岚图正加速迈入全球高端新能源品牌的第一阵营。

岚图汽车首席执行官卢放表示，岚图将全力冲刺年销
量12万辆。 “五一”期间，不少顾客在岚图汽车武昌万象城门店看车。

岚图汽车连续两个月销量破万
一季度海外订单同比激增205%

将发展“下一代汽车”的油门踩到底

武汉平均每月一款新能源汽车排队上市

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的中汽研检验中心汽
车性能检测区里，多款新车正在接受测试。

“叮叮叮”，中午时分，手机消息提示音在食堂此起彼伏。
45岁的岚图汽车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谢文云匆匆扒完最后一
口饭，快步走进办公室。桌上摆着一摞技术方案，半小时后他
要和团队敲定新车参数。

日前，武汉经开区地标建筑“春笋”大楼7层，键盘声噼里
啪啦响成一片。区投促局工作人员王建广的电脑屏幕上，表
格又跳出一组新数据：“纳米06——四月预售；示界06——五
月上市”。

“去年3月到现在，这张表已‘长’出13款新车，平均每月
一款。”他鼠标一划，表格里东风奕派007、全新岚图梦想家等
车型排着队奔向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3月，全国共计举办了超50场线
上、线下新车发布会，平均每天约有两款新车上市。

“新能源汽车已进入比拼快速迭代能力的阶段，这不是简
单的速度竞赛，而是汽车产业链的重构。”一位汽车业内人士
表示，面对消费者需求升级，新能源技术加持，新能源汽车快
速迭代升级将成为常态。

岚图首席执行官卢放透露，2025年计划推出4款以上全
新或改款车，是岚图成立以来新车发布最密集的一年。

在岚图汽车总装车间，机械臂118秒装配完一台岚图知
音。车间数公里外，东软睿驰团队在调试L2.9级智驾辅助驾
驶系统。“从软件调试到实车测试，过去要跨省邮寄设备，现在
下楼吃碗热干面的工夫就能对接。”东软工程师老刘说。

推开岚图汽车研发中心的窗户，工程师小陈能和对面的
鉴智机器人团队喊话。15分钟车程外，法雷奥武汉车灯工厂
刚收到消息：“大灯参数已同步总装车间。”数据显示，岚图
41%的供应商扎堆50公里内，最快响应速度按小时算——隔
壁智新科技送个半导体模块样本，比外卖小哥送餐还快。

在卢放看来，这场竞速中，比“快”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
员工的意识中都把安全、质量放在第一”。

谢文云回忆，去年某新车上市前48小时，测试组揪出个
0.1%概率的软件故障，有人提议升级再修。“没有片刻犹豫，30
多个兄弟当即组成‘战狼小组’，夜以继日地协同配合，终于在
发布会前8小时搞定。”

新车上市前还得过“九九八十一难”。出岚图汽车研发
中心大门拐几个弯，在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的综合试验室，电池包中的电芯正在 100℃高温舱“蒸桑
拿”；3公里外的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一款款新车正挑
战风驰电掣、“一站式”通关极端环境感知、智能辅助驾驶算
法等测试。

在素有“中国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10家整车企业在
此扎根，14座现代化工厂昼夜不息，100个零部件研发中心与
1000家零部件高新技术企业交织成网。这里每个月都有一
款新车排队驶出产线，像极了赛车场上的换挡节奏——而武
汉经开区，正将发展“下一代汽车”的油门踩到底。

（王双双 通讯员蒋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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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6日，在汉阳区国博诚寓青
年公寓前台，长江日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点开一个名为

“智慧体”工具软件，上传了几十张青年公寓图片和几个
居住体验词后，点击界面上的“抖音”按钮，“智慧体”自动
选择5张图片，很快剪辑成一条推介青年公寓的抖音短
视频。随后，他又点击界面上的“小红书”按钮，“智慧体”
又根据小红书的文案风格生成一篇图文。“速度太快了！
完全不需要我去思考选哪些图片、怎么剪辑了。已经有
很多人看了视频后，前来青年公寓咨询入住。”工作人员
开心不已。

这是执牛科技（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执牛科技）
正在研发的AI剪辑工具。即使是从未接触过视频剪辑的

“小白”，只要把拍摄的素材上传“智慧体”后输入要求，就
能立刻获得一条人工智能帮忙剪好的视频。32岁的公司
创始人彭煊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在技术研发领域创
业，踏入人工智能的新赛道，将是他未来的新事业。

彭煊华曾在武汉上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当时正
值游戏语音直播兴起，他看准时机入场创业。后来又陆
续做起视频直播、短剧宣发等业务。“业绩最好的时候，我
们在当地同行企业里排进了前十。”

虽然年纪轻轻的他开始过上了相对轻松的生活，但
打拼10年，彭煊华渐渐感觉公司总跟着市场被动变化，
不是长久生存之道，他萌生了转型做技术的想法。

“趁着我还年轻，决定回武汉再闯一下，想尝试将人
工智能融入视频剪辑工具中。”带着这个想法，彭煊华于
2023年回汉再创业。

然而，由于不是搞技术出身，虽然每个月都要向研发
团队投入几十万元，但进展不大，令他压力倍增，“小企业
做人工智能，原来这么困难”。

今年3月，彭煊华受邀参加一场团市委举办的人工
智能产业青年培训会。人工智能产业培训专家说：“全球
涌现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很强，却很少有企业用好
了大模型的能力。”一语提醒局中人，彭煊华决定直接把
主流人工智能大模型接入到自己研发的剪辑工具软件。
仅用了一个半月，这个工具软件的功能就实现了大幅提
升，彭煊华给它取名“智慧体”。

“利用大模型的能力，现在的‘智慧体’可以快速生成
图片轮播视频或者视频脚本。研发团队还在不断升级优
化，最终它还会自动学习操作者的习惯，生成更完整的视
频。我们争取今年实现这个功能。”彭煊华如今干劲十足。

长江日报讯（记者吴曈 通讯员
赵燕 王敬伟）近日，武汉花山港码
头，贴有“武汉花山港国际近洋直航
第一箱”标识的集装箱被吊装上船，
将搭乘汉亚直航船直达日本门司港，
这意味着花山港正式迈入国际化运
营新阶段。

据介绍，地处东湖高新区核心区
域的花山港是武汉港航体系的重要战
略支点，也是长江以南唯一的外贸集
装箱枢纽港，年吞吐能力达35万标箱，
拥有深水岸线和智能化作业系统，具
备“水铁公”多式联运先天优势。

国际直航“零中转”运输模式将
大幅压缩企业物流时间与成本。富
士康科技集团海运部负责人说：“花
山港的区位优势和专业服务，让企业
物流成本降低了约20%，将助力富士
康进一步拓展东南亚、东北亚市场。”

据测算，依托花山港的多式联运
能力，武汉及周边企业的国际物流综
合成本可降低15%～20%，时效提升
30%以上。

东湖高新区自贸改革创新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高新区已出台专
项政策，对提升口岸开放能级给予资
金支持，并将通过“跨境贸易便利化
改革”“智慧口岸建设”等举措，服务
更多企业通过花山港“扬帆出海”。

据介绍，作为武汉建设“一带一
路”内陆地区新节点和长江经济带高
水平开放新门户的重要载体，花山港
此次航线开通具有里程碑意义。通
过整合水港、陆港、空港资源，花山港
将进一步强化与中欧班列、天河—花
湖航空客货“双枢纽”的联动，形成

“铁水公空”立体化物流网络。
武汉市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花山港就近出海通道，以“武鄂
黄黄”为核心的光电子、生物医药等
产业集群将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融
入全球产业链。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晓彤 谌达军）都知道“南方小土豆”好
吃，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恩施小土豆。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从华中
农业大学获悉，该校马铃薯团队历时多年，研发出了小土豆新品
种“华薯16号”，凭借产量高、口感粉糯食味佳、加工适应性好等
优势，入选2025年度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记者了解到，这种小土豆曾经一度成为淘汰品种。2016
年，华农团队在进行马铃薯选种工作时发现其中一个品系口感
好、品质优，产量也不错。美中不足的是中小薯率太高，而当时
市场需求以大薯为主，“小土豆”并不受青睐。

科研人员“慧眼识薯”，对该品种开展持续选育，最终培育
出“华薯16号”，其生育期约70天，结薯集中，单株结薯数在15
至25个之间，平均单薯重48.7克，小薯率高，薯块圆形，黄皮黄
肉，表皮光滑，芽眼中等大小，食味优良。

2018年，团队宋波涛教授到恩施州挂职，发现当地以种植

晚熟老品种“Mira”为主，难以做到周年供应。他想到了“华薯
16号”的早熟特性，提出将该品种引入恩施州，在低山河谷地
区种植，3—4月份收获，刚好与当地传统土豆品种错峰上市，
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周年供应。

2022年，“华薯16号”在恩施州、建始县等地进行示范种植，
经测产，“华薯16号”亩产量超过5000斤。当年，“华薯16号”获
得了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证书。在湖北低山地区和江汉平原地
区的试验中，“华薯16号”同样显示出了较高的产量潜力。

目前，“华薯16号”已在恩施、荆州、天门等地推广种植，推
广面积达3万亩，亩产值突破万元，相较于常规品种，亩均增收
超2000元。团队还以“华薯16号”为依托，开展建始低山小土
豆新品种示范、建始高山小土豆“薯—玉—豆”新模式示范、荆
州小土豆“一种两用”“双季双万”新模式示范等示范推广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点“薯”成金
“南方小土豆”亩均增收超2000元入选国家推广目录

华农马铃薯团队聂碧华老师展示“华薯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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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创业者转向人工智能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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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