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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材聚汉 共建支点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永权）“比计划提前
四个月交付投用。”6月11日，因大联科·汉口
北创智中心项目负责人高种晟站在新建的厂
房前对长江日报记者说，首批14家新能源、
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企业近日已正式入驻。

记者在位于黄陂区武大高速与腾龙大道
交会处的项目工地看到，一栋栋标准化厂房
首先映入眼帘，入驻的企业陆续在进行室内
装修，耳边电钻的嗡嗡声与气钉枪的哒哒声
交织，迸溅出橙红色的火花。远处，一栋大楼
已封顶，数十名工人正在高空拆除外架，地面
在吊装地磅、搬运材料，一片繁忙。

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湖北壹线净化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立刚表示，公司是一家从
事医疗、药厂、实验室等空气净化工程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计划两个月内装修完毕，争
取早日投产，并以此为总部辐射全国市场。

因大联科·汉口北创智中心定位为现代
城市工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占
地 136 亩，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规划
32栋框架标准厂房，分两期建设，计划2027
年全部竣工。

高种晟介绍，去年5月奠基后，45天实现
首栋厂房封顶，一期2.2万平方米活动厂房提
前4个月完工。目前，一期5栋楼已通过竣工
验收，6号楼已经封顶，11号楼和12号楼桩基
施工完毕，正进行主体基础施工。

“通过垂直化产业空间重构，为高端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创新材料等产业提供集约化
发展平台，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高种晟表
示，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引入60余家企业入
驻，做强做大高端工业综合体，形成“工业上
楼”聚集区，让产业“垂直生长”，为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悉，该项目突破传统工业厂房单层铺
展模式，实现“研发—中试—生产”全链条垂
直布局。每层5—7米的层高设计适配精密
仪器生产需求，800公斤/平方米的荷载标准
达到重工业生产要求。据测算，这种模式使
土地利用率提升5倍。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武仁轩

11日，斯格维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生产线全速运转，
一套套完成的高端温控激光焊接装备整装待发。“这些设备
将用于高精密柔性曲面电子器件焊接，其中部分用于人形
机器人电子皮肤器件焊接。”

企业负责人、武汉工程大学教授张聪介绍：“焊接点仅
1/10米粒大小，温度稍有偏差整张‘皮肤’就会报废。”这位
31岁的博士后正带领平均年龄30岁的团队改写着高端激光
焊接装备的竞争格局。

“今年以来企业订单激增，迎来成立6年最好发展势头，
感谢武汉的创新创业环境。获得首届博士后‘英雄杯’创新
创业大赛一等奖后，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舞台。”张聪难掩
兴奋，企业生产设备除服务人形机器人外，还将为大量的精
密光电子器件提供焊接服务，国产化替代进程显著提速。

张聪团队的崛起，映射着武汉市深入开展“楚材聚汉·
共建支点”行动的成效，武汉“英雄杯”系列创新创业赛事为
青年人才铺设的“创新—转化—产业”快车道，正释放澎湃
动能。

英雄杯“及时雨”润泽博士后硬科技

2024年12月，首届博士后“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现场，张聪带着“精密曲面电子器件温控激光微纳装联设备
及工艺解决方案”项目站上舞台。面对国内顶尖团队，他自
信展示核心技术，吸引武汉东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科创星）当场抛出500万元投资的橄榄枝。

“这笔资金犹如及时雨，精准滴灌到企业发展的关键节
点。”张聪介绍，“这让我们能造出更高品质的激光焊接设
备。”东科创星负责人受访时表示：“‘英雄杯’的严格筛选机
制让我们心里有底。”

焊接，这项传统的工业制造工序，广泛运用于现代生产
生活中。然而，随着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传统焊接技术难
以满足精密电子器件的装联需求。

技术攻坚正是始于痛点捕捉。张聪在大学时期便开始
激光设备研究。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留在母校武汉工
程大学任教。一次学生维修电脑时焊接失败的经历，启发
他与学生们聚焦传统焊接设备效率低、精度差的痛点，创新
性地将激光技术引入微电子焊接组装领域，开启了激光锡
焊技术的研发之路。

研发的核心挑战锁定在温度控制。团队突破传统红外
线检测方法准确性不足、响应迟缓等缺陷，通过一系列光学
系统创新，结合自主研发的高速高精度驱动电路与先进反
馈算法，实现了激光锡焊过程中温度的精密控制。“像搭积
木般，逐个攻克器件研发与技术难关，”团队成员展示实验
室日志，“小步快跑，技术迭代终获突破。”

最终研制的激光焊枪，能在比头发丝更细的微毫米级
电子终端点位上，实现高性价比的精准封装，光斑可达到
0.3毫米，温度控制性能优，实现了精密半导体器件温控激
光焊接装备的国产化替代。

“天空鲸鱼”团队拿下35项专利

武汉工程大学实验室墙上的一张合影见证着奋斗。20
多张年轻面孔组成的“天空鲸鱼”战队，正是张聪打破国外
垄断的核心力量。

2019 年，斯格维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斯格
维尔，这个名字来自英文单词天空（sky）和鲸鱼（whale）组
合的音译”，张聪介绍了企业名称的创意——天空里的鲸
鱼，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现象，代表一种天马行空、突破常
规的创新力。

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就是要敢想敢干。在创始
人张聪博士后科研积淀基础上，他们聚焦高端电子装联细
分领域。“要做别人做不了的精密活，”张聪确立技术路线，

“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成立至今，斯格维尔已成功自研多款
工业化应用机型，整体设备加工精度高，能很好地满足高端
电子装联行业尤其是半导体、光器件领域的精密焊接。

专利筑牢竞争优势。如今，团队已申请35项专利、16项
软件著作权，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解决了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链部分环节的瓶颈难题，设备获头部客户高度认可，

“正逐步替代进口产品”。

1/10米粒上为机器人缝皮肤

目前，斯格维尔的生产线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20多
台精密半导体器件温控激光焊接装备已经发往需求企业。

站在产能全开的生产线前，张聪目光已投向更前沿的
领域：“我们正紧跟人工智能方向，其中包括让激光焊接装
备为人形机器人焊接皮肤。”

人形机器人的电子皮肤是一种模仿人类皮肤功能的柔
性触觉传感器，能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感知温度、湿度、压力。
怎样让机器人穿上这套皮肤天衣无缝？焊接是一种方式。

给人形机器人缝制皮肤极具挑战性，操作不是在光滑的
表面，而是在复杂的曲面上完成。焊接点位只有1/10米粒
大小，过去，靠人工操作，操作者需要带上放大镜，稍有不慎
温度偏高烫坏焊接部位，一张“皮肤”就废了。

张聪团队的高端激光焊枪，可以实现智能化机器操作，
又快又准，温度精准控制，标准化程度高，既焊得紧，又不

“灼伤”机器人，效率提高20倍以上。
斯格维尔在小而美的赛道上闯出了一片天地。张聪的

目标清晰：“下一个目标，是制定激光焊接设备标准，同步编
写教材，让世界看到中国智造的力量。”

江城沃土滋养创新硕果。从“英雄杯”获奖到产业化突
破，张聪团队打造精密焊枪的经历，成为“楚材聚汉·共建支
点”行动的生动实践。“武汉的创新创业生态让我们心无旁
骛攻坚核心技术。”张聪表示。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永权 通讯员李源 刘唯）6 月 10
日，武汉投控集团权属企业武创投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
湖北省股权投资机构首单科技创新债券，规模4.5亿元，期
限3年，票面利率低至1.80%，创全国股权投资机构科技创新
债券最低纪录。

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新政，
首次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纳入发债主体范畴，鼓励具有丰
富投资经验、出色管理业绩、优秀管理团队的股权投资机构
发行科技创新债券。

据悉，武创投本次科技创新债券重点支持光电子信

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募集资金将
以科创基金为载体，吸收社会资本，共同投向科技创新企
业，预计可对募集资金实现4至5倍的放大。

武创投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科技创新债券吸引银行、
券商、理财公司、公募基金等众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全场认
购规模高达15.2亿元，实现3.37倍认购倍数。

作为湖北省最早开展独立融资的股权投资机构，武创
投持续推进融资工具创新，强化资本赋能能力，已形成“资
本源—创新源—生态源”三位一体的特色发展路径。截至
目前，武创投已完成14.5亿元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其中，发

行全场倍数均在3倍以上，票面利率自2024年12月开始向
下突破2%，进入“1”时代，持续创下全国同期限同品种的最
低纪录。

据介绍，目前，武创投已投资880余家科技型企业，支持
培育信科移动、达梦数据、黑芝麻智能等83家上市企业，有
力支持武汉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壮大。

武创投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构建覆盖30余家主流机
构的投资者生态圈，全面打开直接融资渠道，更深层级赋能
科技创新，带动超百亿元的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科技型企业，
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强劲资本动能。

长江日报讯（记者郝天娇 通讯员李鸽）6月10日，在东西湖区
的武汉国家网络安全基地的实验室内，余杰将智能手机轻轻放在
一个黑色护照阅读机上，一旁的电脑屏幕立刻显示出完整的护照
信息页——照片、姓名、国籍、护照号。这是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
全学院“快芯护航”团队带来的未来护照体验。

“现有纸质护照识别通常使用人工核验或闸机自动识别，而使
用我们的抗量子电子护照，就可以将电子护照下载入手机端并使用
抗量子密码技术保证其核验安全。”在读硕士研究生余杰是“快芯护
航”团队成员，这个为护照量身打造的“超级盾牌”，刚刚助力团队捧
回湖北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据余杰介绍，系统一端集成于测试手机，便捷地承载电子护
照功能；另一端则部署于验证终端，如海关、机场的电脑系统。

“传统护照不仅存在易丢失损毁、防伪材料成本高昂等弊端，
更关键的是，其所依赖的传统密码学防御体系，在量子计算机迅
猛发展的阴影下正变得岌岌可危。”余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国
持有护照人口超1.3亿，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法规持续完善，电子护
照产业蓄势待发。

洞察到这一紧迫需求，该学院教授宁建廷牵头组建“快芯护
航”团队。团队由6名硕士生和2名本科生组成，目标直指下一代
电子护照安全核心——抗量子密码技术。

“我们的核心突破，是在国际通行的护照密码协议基础上创
新性地融入了后量子密码标准算法，成功实现了护照安全技术的

‘量子防御’升级。”负责后端开发的团队成员张钧怀表示，算法成
果多次在全国顶级密码竞赛中斩获一等奖。

技术成果的载体是一枚小小的国产安全芯片，由某个与武汉大
学长期合作的安全芯片企业提供。这枚完全自主可控的芯片构成
了电子护照系统的安全基石，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张钧怀描绘便捷的未来图景：出差的白领抵达境外酒店，无
需翻找证件，手机轻触即可完成身份核验快速入住；游客在境外
景区入口直接刷电子护照验票入园；乘坐高铁、飞机，繁琐的海关
验票环节也将被极致简化。

重点支持光电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武汉首发科技创新债券

实现“量子防御”技术升级

大学生团队研发护照“数字盾牌”

“快芯护航”团队成员巴希杰、余杰（中）、张钧怀（右）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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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聪（左）和团队成员在钻研高端激光焊接装备。

博士后研发激光焊枪为人形机器人缝皮肤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佳 通讯员武经宣 杨浩）“武汉在
电动船舶核心配套电池动力系统领域领跑全国，国内已交
付和在建电动船中，近七成电动船的电池动力系统由武汉
配套。全国超80%的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出自武汉。”6
月11日，武汉市经信局装备与船舶海洋工程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武汉是中国内陆唯一拥有“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产业链上企事业单位超
过200家。

据介绍，在船舶研发设计、配套领域，武汉是支撑全国
船舶工业的主要节点，是全国少有的拥有船舶及海洋工程
装备研发设计、建造配套、原材料供应完整产业链的城市。
同时，武汉不缺相应人才。武汉是全球船舶与海洋工程专

业在校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培养船海类高层次人
才高校最多的城市。

多年沉淀，武汉在液化天然气（LNG）、电池、甲醇、氢燃
料、混合动力等绿色动力船舶和智能船舶的研发、设计、制
造、应用与配套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武汉抢抓机遇，将绿
色智能船舶发展纳入高端装备产业重点内容。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多个绿色智能船舶“第一”源自
武汉。

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研发设计了全国首艘长江支线换
电电池动力集装箱班轮“华航新能1”、世界上内河最大纯电
动游轮“长江三峡1”和全国首艘入级中国船级社的氢燃料
动力船舶“三峡氢舟1”号等；

武汉创新江海运输有限公司拿到了我国船用甲醇燃料
发动机首个批量商业订单，该企业投资建造、中国船级社武
汉分社审图并检验、武汉理工大学团队参与设计的LNG双
燃料江海直达船“创新5”轮，开启全球最长江海直达航线；

集成了东湖实验室国际领先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核心技
术的全国首艘绿色甲醇船舶“国能长江01”轮已启航，该船
由国能远海航运（武汉）有限公司投资，武汉长江船舶设计
院有限公司研发设计，湖北合创重工有限公司建造……

据介绍，武汉正以武昌区、新洲区为重点，加快建设绿
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和建造集聚区，构建绿色智能船舶新
型产业链。2024年，武汉绿色智能船舶产业产值规模同比
增长16.9%。

（上接第一版）

所有的改造都奔着问题去
让幸福在家门口扎根

所有的改造，都必须奔着问题去。
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在青山区钢都花园街道绿景苑社

区燕语光年小区做了一份调查。
绿景苑社区共有居民 5868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

四成。300份调查问卷的呼声出奇一致，亟须建一个社区嵌
入式民生综合体，解决老人康养和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难
题。

2023年10月，武汉联投以“城市更新全龄乐养生活营造
商”为定位，对此前的售楼部、社区底商等进行改造，建成了5
层楼的燕语光年小区柠月乐龄中心，提供医康养托服务。

6月10日一大早，柠月乐龄中心内，67岁的郭奶奶把2岁
多的孙子送到二楼托育园后，悠闲地走到三楼长者服务站体
检，再到四楼颐乐学院唱歌、跳舞。中午，她到一楼幸福食堂
吃饭，下午到五楼健身中心踩脚踏车。5层楼里，老少同乐成
为现实。

同一天，硚口区丰竹园小区里，68岁的张丽珍开始了她
的锻炼，只见她稳稳推着助行器，沿着暗纹防滑塑胶铺就的
坡道缓步前行。“以前这段路坑洼得像搓衣板，下雨天根本不
敢出门。现在我每天能走三圈。”几步之外的涂鸦墙下，她5
岁的孙子小宝正踮脚画着歪扭的太阳，不时回头喊：“奶奶，
快看我画的！”

张丽珍特别满意小区204栋楼下新改造的架空层。那是
一处“四点半学校”，有黑板、健身器材、小桌椅，还有休闲长廊
和长椅。她说，每天孙子放学后，她就带他来这里看书、学习，
累了还能去游乐区玩会儿。

硚口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相关负责人坦言，之前片区缺
少像样的“一老一小”活动空间，小区里孩子们放学后“放羊”、
老人没处歇脚的问题突出。打造“四点半学校”和老年休闲公
园这样的全龄友好空间，就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居民这些问
题，把过去缺失的、大家迫切需要的设施补上，“不然这生活品
质真就‘卡’在这儿了”。

“全龄友好的本质，是通过规划和设计，打造一个更高效、
更积极的社会环境，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在此享受生活、保
持健康、参与社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子骏
认为，建设全龄友好城市的根本就是要解决问题。

瞄准全龄友好城市建设目标
“微更新”将持续发力

解决好“一老一小”难题，“微更新”后的城市空间才更具
吸引力。

汉阳区墨水湖公园旁有块曾经的“遗忘角落”，经过改造

后如今被居民们亲切称为“活力纽带”。
6月11日18时，记者来到这里，恰逢天空放晴。低龄区的

沙坑里，孩子们专注地堆砌城堡；稍大些的男孩在迷你攀岩墙
上比试身手；彩色漫步道上，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缓行，地面
跳格子图案吸引着学步孩童蹒跚踩踏。

适老健身区内，孙国华女士眼带笑意。她边在康复漫步
机上活动腿脚，边笑呵呵地说：“这里有顶棚、有座位，孩子玩
得安全，老人坐着不累。”孙国华有几位老友，饭后常聚在这儿
拉家常。

曾经不起眼的“微空间”，一下就成了社区活力的催化剂。
“它们打破了邻里间的隔阂，让人们有了自然相遇、交

流互动的契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官
莉娜认为，武汉正通过空间重构破解“一老一小”难题。这
种空间重构并非“单一改造”，而是着眼于更深层次的“代
际共融”。

2022年6月，《武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建
设实施方案》出台。其中提到，要优先发展居民对生活品质提
升迫切需要的社区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特色餐饮、新
式书店等业态。

在城市更新和新建项目中，规划层面也已明确提出要同
步进行适老化改造和儿童友好空间设计。例如，要求新建道
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必须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在社区
内规划设置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的场地和设施；鼓励利
用闲置空间建设“口袋公园”、社区微更新节点，打造家门口的

“全龄友好”小天地。
展望未来，武汉建设全龄友好城市目标清晰、步伐坚定。

从“空间改造”到“幸福再造”

武汉绿色智能船舶研发建造应用全国领先

地铁2号线街道口站打造的彩虹休息区，供家长和孩子休息。
通讯员产启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