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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辆无人驾驶公交车，常态化运
营在18公里长的路线上；首批无人驾
驶清扫车，“承包”了城区2条线路的清
扫工作……今年7月，十堰等全国20
个城市（联合体）正式获批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
市。近年来，该市持续建设全域智能化
路侧基础设施，不断拓展智慧物流、智
能环卫、无人配送、智慧公交、智能停车
等商用场景应用，打造全国商用场景全
域试点应用的标杆城市。

“聪明车”跑上“智慧路”

9月 25日上午，在十堰市北京中
路，一辆无人驾驶清扫车缓慢行驶在街
头。1个多月前，该市启动了无人驾驶
清扫车首批示范运用，把两条线路的清
扫工作“承包”给了无人驾驶清扫车。

“一台无人驾驶清扫车的效率，抵
得上3至5名工人的工作量。”城市之
光深圳无人驾驶有限公司智慧城市服
务总经理程东亮介绍，无人驾驶环卫清
扫车通过雷达和摄像头的融合算法进
行感知，能精准识别周围环境，实现自
动沿边清扫、精准避障及紧急制动，每
小时清扫地面6000平方米左右，可连
续作业8小时、全天候响应。

所谓“车路云一体化”，就是通过将
车辆、道路基础设施和云计算平台深度
融合，实现车与车、车与路以及车与云
端的实时“交流”。今年以来，为抢抓十
堰作为首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

一体化”试点城市机遇，十堰市茅箭区
引进了无人驾驶智慧城市服务项目。
项目首期启动示范应用场景，探索实现
车、路、云、网、图等高效协同；后期将建
设无人驾驶清扫车全自动化总装生产
线，计划五年内打造成为无人驾驶清扫
车全国生产总部基地，规划年产能超
5000台。

而在十堰经开区，东风无人驾驶公
交车已实现常态化运营。2023年，东
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与十堰经开区携
手，启动十堰智能网联项目线路试运
营，十堰成为全省首个启动智能网联应
用场景示范运营的地级市。目前，十堰
构建起以“车＋路＋云＋站＋场”为中
心的智慧公共交通全场景无缝化移动
服务新模式，3条试运营线路实现自动
驾驶常态化运营，其中包含2条通勤接
驳线和1条展示体验线。

新赛道实现新突破

“十堰能成为全国试点，源于在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这个新赛道上，打
下的坚实基础。”十堰市经信局副局长
盛慧说。

“我们是全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早在2013年，
全国首款纯电动城市物流车在十堰量
产。”盛慧介绍，近年来，十堰聚焦“新能
源”上半场和“智能网联”下半场，氢能、
纯电、混动、燃气多线路开发，电池、电
控、电驱全链条布局，构建起以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

走进位于十堰经开区的易捷特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这里每150秒就有
1辆新能源乘用车下线，并出口欧洲、
南北美洲市场。

作为全市汽车产业创新发展主阵
地和重要汽车生产基地，十堰经开区已
建成整车、关键零部件、装备制造、现代
物流四大产业集群，形成了“商乘并举、
油电并重”的整车生产基地、新能源汽
车生产基地、商用车汽车零部件交易基
地。

新能源整车市场的持续火爆，也有
力带动了电池、电机、电控等三大核心
部件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张湾区
远景动力零碳智能电池产业园，企业开
足马力生产，正奋力冲刺全年100亿元
产值目标。当前，十堰已布局26家规
模以上新型动力电池企业，已建、在建
或将建的新型电池制造项目总投资超
过500亿元。

2023年，十堰生产新能源汽车8.2
万辆，占湖北省生产量的20%；6.5万辆
新能源汽车实现出口，占湖北省新能源
汽车出口比重的80%。

打造全域试点标杆城市

在十堰经开区龙门工业园，小巧精
致的无人驾驶公交车，浑身蕴藏着科技
元素。

“我们这台车已经实现L4级无人

驾驶，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还有远程驾
驶系统以及导乘系统，在车辆的最前方
配备有128线激光雷达，以及毫米波雷
达，保证车辆自动驾驶过程中的安全
性。”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
专家滕鹏介绍。

“对沿线4处交叉口、行人过街点
位的路侧设施智能网联升级，建设3处
智慧驿站和1处充电场，形成集中的网
联无人驾驶体验区，打造了一个集中、
高效、安全的智慧道路。”十堰经开区副
主任龚百林说。

近年来，十堰大力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布局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
景，推动商用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方向
发展。目前，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重
卡大规模交付；无人集卡、智能矿卡通
过运营验证，干线编队物流重卡通过
测试验证。建设全域性路侧智能设
施，全市交通信号机已100%联网，获
评国家“千兆城市”，每万人拥有5G基
站23.8个，5G覆盖率达100%。搭建
全生态系统性服务平台，建成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CIM），实现中心城区城市
数字模型全覆盖，是全省首个按照规范
标准验收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试
点城市；建成“武当云谷”国家绿色数据
中心。

盛慧介绍，该市将持续建设全域智
能化路侧基础设施，不断打造智慧物
流、智能环卫、无人配送、智慧公交、智
能停车等商用场景应用，打造全国商用
场景全域试点应用的标杆城市。

打造全国商用场景全域试点应用标杆城市

车路云一体，激活十堰创新基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夏永辉 通讯员 李启东 罗毅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寿江、通讯
员蔡明仪、张曹卉萌）黄石市黄石港
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企业内部职务
侵占案时，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
并重，与相关部门一道，成功为该企
业追赃挽损1343万余元。近日，黄
石港区检察院依法对该案4名被告
人提起公诉。

承办检察官介绍，2003 年至
2021年，王某、林某在担任黄石一家
药业公司质量部部长、财务副总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负责公司
中草药材采购期间，分别与供应商何
氏父子合谋，通过虚增中草药材价格
的方式，套取药业公司资金据为己
有。经审计，在近20年间，4人内外
勾结，通过虚假加价采购中药材套取
资金高达1888万余元。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促进侦查机关、审计机构

对涉案资金去向进行核查，引导侦
查机关对涉案人员及相关单位财产
依法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并通过
对涉案人员及家属、律师释法说理，
到目前已成功追赃挽损1343万余
元，最大限度地挽回了被害企业的
经济损失。

延伸检察职能，推进源头治理。
在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受
害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对中
药材采购缺乏有效监管，存在明显管
理漏洞。黄石港区检察院为此专门
为该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有针对性地
帮助该公司堵漏建制，对企业职工开
展法治宣讲，助推企业健康发展。8
月，黄石港区检察院对该公司进行回
访发现，经过整改，该公司焕然一
新。“经营状态也由亏损转为盈利。”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黄石港检察院办理一案

帮企业追赃挽损1300余万元

“化学需氧量5.4；氨氮0.09；总
磷0.04……”9月18日，老河口市污
水处理污染物排放公示，出水水质指
数全部小于排放标准，全市污水管网
通畅。看着处理后的清水奔腾入江，
酂阳街道仁义街居民王师傅表示满
意。

这是老河口市信访局联合住建
局对市民反映内涝问题办结情况进
行回访的一幕。

今年7月中旬，老河口市发生
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城区因大雨
造成多处内涝，部分街区店铺被淹，
最深处积水近80厘米，给居民日常
生活及出行带来了较大影响。为此，
王师傅专门向信访局反映情况。

老河口市信访局根据《信访工作
条例》规定，当即向市住建局发出改
进工作建议函。市住建局启动城市
内涝整改，组织专人实地勘查制定排
水改造方案，一个月内修建了排水通
道，完成居民反映强烈的十处易涝积
水点位施工，使积水能够迅速排出，
困扰多年的内涝问题得到解决。同

时，全市加强管网清淤维护和污水处
理，确保管网渠系畅通，清水入江。

据了解，今年来，老河口市信访

局行使改进工作建议函、问责建议函
计6次，对7家单位发送改进工作建
议和监督追责建议，有效推进问题化

解，进一步防止了信访程序空转，提
高了信访事项的化解率，有力维护了
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

家门口
不再内涝了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解宇 李雯艳

优化营商环境

9月25日，由湖北省科技厅主办的医“耀”荆楚·
2024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武汉举
行。比赛现场，2024湖北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揭
晓，分别为：共聚焦微探头影像仪、数智融合—脑出血
智能微创手术机器人、子宫内膜癌无创早筛试剂盒、植
入式人工膀胱系统、光片3D病理仪、经导管主动脉瓣
膜置换系统、新型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装置、基于
AI云诊断的早期肿瘤筛查平台、多器官多任务具身智
能超声机器人、结直肠癌高效无创筛查整体解决方案。

全球领先 精准诊断和治疗早癌

想象一下，一个个人体器官在流水线上生产、封
装，最终移植进患者体内。这场景看起来有点科幻，但
可能很快就能成为现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
济医院泌尿外科凌青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
院臧剑锋团队医工联手，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基于柔
性传感磁驱动的植入式人工膀胱系统，将磁控技术、软
体机器人技术、医用高分子材料与植入技术深度融合，
为排尿功能障碍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手段。

决赛上，共聚焦微探头影像仪、数智融合—脑出血
智能微创手术机器人分别荣获“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
叉创新成果”“最具应用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称号。

无需切片即可做活检，实现早癌的精准诊断和治
疗。精微视达医疗科技（湖北）有限公司研发的共聚焦
微探头影像仪，通过内窥镜超细探头，能把细胞影像放
大一千倍，医生可以直观发现和鉴别微小病灶，实时无
创进行医学诊断，极大程度地节约诊疗时间。团队负
责人冯宇介绍，该成果是国内首个应用于消化、呼吸、
胆胰、泌尿等多领域的共聚焦微探头影像仪产品，突破
了关键部件国产化难题，形成的系列共聚焦微探头影
像仪产品全球领先，国产唯一。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脑出血致死率目前在我
国疾病致死率中排第一。数智融合—脑出血智能微创
手术机器人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唐洲平团队研发，该成果是全球首台能实现在血肿穿
刺、抽吸引流全过程介入的脑出血微创手术机器人，有
望显著提升脑出血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降低患者
致残率，实现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均质化，推动了
脑出血微创手术方式的革新。

创新成果获省级科技计划百万资助

“项目是完全自主创新还是整合？”“现在都在做手
术机器人，你的优势在哪里？”犀利提问、严谨打分。决
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联影集团董事长薛
敏，嘉道私人资本创始人、董事长龚虹嘉，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院院长胡俊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院长
夏家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原院长唐其柱，以及全省91家国家和省级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主任，省内外30家投融资机构负责人组成评委阵容。

记者获悉，此次大赛是我省首次在医工交叉领域采用以赛代评的方式遴
选科技创新成果，旨在汇聚顶尖智慧、甄选卓越成果，助力打造覆盖医工交叉
领域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生态链，赋能湖北重点产业领域高质量发展。大赛自
7月初正式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大医院、高校和企业255支参赛团队
参与，参赛项目涵盖了高端医疗装备、先进诊断设备与试剂、再生医学生物材
料、智能诊断系统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湖北省医工交叉领域的强劲实力和广阔
前景。16强项目中，全球首台（款、套）占9项，国内首款占4项；进入临床研究
及应用12项。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均将获得100
万元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同时，对于本次大赛所有参赛项目都将对接湖北
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服务支持。省科技厅将组织专业服务团
队，联动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参赛项目的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为参赛项目提供
概念验证、银行信贷、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各类金融服务，力保每
一个创新火花都能转化为改善民生的现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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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全面推动省域战略规划落实落地

（上接第1版）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把
自己摆进去，充分认识规划工作的
重要意义，搞清楚“可以做什么、应
该做什么”，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
工作，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把一张好的蓝图像接力赛那样一棒
接着一棒地干下去。要通过建立省
域战略规划实施动态监测、分析评
估机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落实督
促检查和考核评价，推动各地各部
门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以量变积累

质变，积小胜为大胜。
落实落细省域战略规划，是挺膺

担当、再立新功的练兵场和试金石。
我们要强化实干作风，保持常打问号
的清醒，增强会打问号的智慧，提升
解开问号的能力，锻造“宽肩膀”、锤
炼“真本领”，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
提升执行的创造性，以务实有力的行
动，全面推动省域战略规划落实落
地，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积跬
步至千里。

排水管网渠系畅通，清水奔腾入江。

“快舟”将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高端五轴数控系统实现全面国产
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链衔接“货、航、
船、港、闸”全要素……

9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推动高质量
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透露，湖北正奋
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力争到2025年产业规模
突破5500亿元。

擦亮快舟“金牌火箭”招牌

作为国内商业航天发射成功次数最
多的企业，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近年来聚焦航天产业主责主业，持续加
强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积极牵引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水平提升。

该公司总经理舒孟炯透露，截至目
前，快舟火箭已累计执行33次发射任
务，成功将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如今，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内的火箭产业园一期项目，已形成年产
20发快舟火箭的总装测试及试验能
力，建成华中地区规模最大、能力最全
的液体发动机试验中心。公司依托孝
感、宜昌等地航天成熟配套优势，已建

立形成完备的运载火箭供应链体系。
据介绍，在固体火箭方面，火箭公

司持续开展运载能力提升、降成本和型
谱丰富工作，不断提升火箭性价比，更
好地服务市场需求；液体火箭方面，加
快开展快舟六号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
研制工作。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鸣
凤”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已完成
多项热试车性能考核，实现关键技术攻
关。此外，快舟火箭悬停飞行试验箭已
圆满完成垂直起降试验。

舒孟炯表示，火箭公司将进一步擦
亮“湖北造”快舟“金牌火箭”招牌，加快
高可靠、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到

“十五五”初期建成基于快舟六号系列
化的低成本空间运输系统，成为全国低
成本空间运输领域的中坚力量。

高端五轴数控系统
实现全面国产化

“我们‘三十年磨一剑’，品牌影响
力持续提升，研制的高端五轴数控系统
已实现全面国产化。”

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华中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说。

陈吉红介绍，近年来，华中数控在

核心技术攻关上不断取得突破，他们对
标国外先进的高档数控系统，研制的华
中8型高档数控系统在功能、性能和可
靠性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进口
替代，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华中
9型智能数控系统是世界上首台搭载
AI芯片的智能数控系统，首批将人工
智能大模型应用于数控系统，已在国内
多家机床企业小批量配套应用。

重型数控机床是国产数控系统应
用的短板。陈吉红介绍，武重集团和华
中数控组建联合攻关团队，实现重型机
床数控系统的国产化替代。正在实施
的重型机床升级改造工程，将对28台
重型机床的数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
且联网组线，将成为国产重型机床制造
领域的示范亮点。

“我们将继续加快技术研发和推广
应用，以建设好武汉市产业创新联合实
验室为契机，对标国际最先进产品，加
快技术迭代，持续提升高档数控系统性
能和可靠性。”陈吉红说。

优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链

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由湖北港口集团联合武汉、黄冈、荆州、

宜昌等地政府投融资平台共同组建。公
司致力优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链，将围
绕全生命周期服务，衔接“货、航、船、港、
闸”全要素，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许正山介绍，近年来，公司通
过承办“制造翘楚”供应链产业链船舶
工业专场对接会，促成上下游单位达成
合作协议 20份，引导入链核心企业
370余家。在设计端，他们参与组建湖
北省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业创新中心，围
绕典型应用场景，设计研发标准船型。
在制造端，他们参与宜昌船舶产业园智
能仓储暨预处理产线项目，支持推广智
能制造，助力船舶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在配套端，他们联合华电等能源企业，
发起组建船用能源服务公司，推动船舶
充换电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在融
资端，他们与17家金融租赁机构达成
合作共识，开展金融租赁、金融撮合等
服务，谋划设立产业基金，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

许正山表示，未来，企业将把握“两
新”政策机遇，继续围绕全生命周期服
务，助力政策红利惠及船舶市场主体，
全力发展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新质生产
力。

更绿色、更高效、更智能

湖北高端制造产业“向新发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许旷 实习生 贾雯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