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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人 逐 梦 大 世 界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

一只机械巨手映入眼帘。用手碰触它的

食指，后方的大屏幕随即点亮，展现出未

来机器人世界的奇妙景象。

质检机器人、分拣机器人、搬运机器

人、手术机器人、仿生机器人⋯⋯上下两

层楼共 2000 平方米的机器人大世界实体

展区，首批展示了全国头部企业的数十个

领先产品应用场景。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

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洪郡表示，北京市充

分发挥科技和产业创新优势，聚焦发展机

器人“1+4”产品体系（人形机器人+医疗

健康、协作、特种、物流机器人），通过实施

“百项机器人新品”和“百种应用场景示

范”的“双百工程”，初步打造了国内机器

人技术创新策源地、应用示范高地和高端

产业集聚区。

手术机器人被誉为“医疗领域的明

珠”。这类关乎生命健康的尖端医疗器

械 ，过 去 我 国 长 期 依 赖 进 口 ，成 本 高

昂 。 在 北 京 术 锐 机 器 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生产线参观时，记者见证了一款性能

强大的国产手术机器人：3 条灵活的机

械触手交替操作，可在短时间内精准剥

除 0.17 毫米厚的生鹌鹑蛋壳，且不破损

蛋膜。

该公司创始人徐凯介绍，这是他们创

新开发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相比传统

产品精细化水平更高，并可减少患者手术

创伤。目前，已在全国数十家医院临床应

用，累计完成 1000 余例手术。

人 形 机 器 人 是 另 一 个 前 沿 热 点 领

域。业界认为，随着技术成熟和成本下

探，人形机器人产业已经进入量产元年，

有望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

“天工”机器人具备在砂草丘石雪地等多

种复杂环境下抗干扰快速通行的能力，并

在全球首个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夺

得冠军。松延动力的 N2 机器人是全球

唯一可实现连续空翻的机器人。千寻智

能凭借墨子机器人，成为全球“唯二”能够

实现柔顺物体泛化折叠的公司。

前瞻的布局和深厚的积累，使北京

机器人产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数据显

示，2024 年北京市机器人产业营收超过

300 亿元，同比增长近 50%。目前，北京

拥有机器人骨干企业 400 余家，其中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机器人企业 57 家，

居全国首位；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近 30

家，居全国首位；医疗机器人头部企业拥

有 手 术 机 器 人 注 册 证 24 个 ，居 全 国

首位。

分区域看，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已形

成海淀区、昌平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三

足鼎立”格局。海淀区聚焦具身智能核

心技术研发，重点发展人形机器人、医疗

手术机器人等高端产品。昌平区以成果

转化与规模化生产为导向，重点发展骨

科手术机器人、家政服务机器人等细分

领域。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全产业链综

合集聚区，聚焦人形机器人量产、医疗健

康 机 器 人 临 床 应 用 和 物 流 机 器 人 场 景

落地。

护航机器人产业加速跑，北京市有什

么秘诀？梁洪郡透露，一是创新载体数量

质量全国领先。这里集聚了包括清华、北

大、北航、北理工、中科院自动化所等一批

顶尖科研院校和机构，整合产业资源组建

了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中关村机器

人产业创新中心，以及国内首个人形机器

人创新中心。二是金融保障体系国内一

流。市财政出资设立百亿级机器人产业

发展基金，红杉资本、高瓴创投等国内知

名 投 资 机 构 密 集 布 局 ，构 建 了“政 府 基

金+社会资本”的金融保障体系，形成了

覆盖早期研发、中试生产到场景应用的全

链 条 投 资 格 局 。 三 是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健

全。拥有全国机器人标委会、国家机器人

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等一流的产业标

准和服务平台。

不久前，松延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刚刚拿下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

拉松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们在资金、政

策、场地、人才等各方面，都获得了来自北

京市的支持。”公司创始人姜哲源对北京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产业基础深有

感触。

机器人的比拼远未抵达终点。今年

8 月份，全球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将

落地亦庄机器人产业园。北京亦庄机器

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一

凡说，4S 店的设立将加速推进产业链上

下游融合联动，助力北京打造全球机器人

产业创新高地。

机器人迈出的一小步，是北京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未来，北京市将继

续加大创新投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机

器人产业迈向全球领先。

□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乔金亮 韩秉志 原 洋 A
I 服务老年人重在便利安全

仇莉娜

AI 老年写真、陪老年人聊天、机器人护

理服务⋯⋯眼下，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医

疗、智慧养老、智能家居、公共服务等方面，为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

技术的发展也让老年人面临一些困扰，操作

困难、沟通障碍、隐私风险以及诈骗威胁，让

许多老年人对 AI 产生回避倾向。

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群体的

技术理解与应用能力明显落后于年轻群体，

对“技术可控性”信心下降，表现出较强的无

力感与技术回避倾向。这道日益扩大的代际

数字鸿沟，不仅阻挡了老年人融入智能化社

会的脚步，也让银发经济的发展活力大打

折扣。

一方面是老年群体对新事物接受慢，另

一方面则是技术发展对老年需求的忽视。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多基于青年群体，老年群

体样本不足，导致 AI 对老年人表达方式不熟

悉，方言识别率也有待提升。此外，AI 技术

的使用也增加了老年人隐私暴露的风险。

目前，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3 亿。

帮助老年人融入智能化社会，让老年人共享

技术发展成果，是法律赋予的权益保障，也是

技术发展应有的人文关怀，更是挖掘银发经

济潜力的关键所在。

构建适老化技术生态，是破局的重要一

步。产品设计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生理特征

的变化和心理需求，增加老年样本在 AI 模型

训练中的比重，开发方言增强算法。设立“银

发测试员”岗位，精准把脉老年人使用痛点，

以真实使用场景打磨“老年模式”，简化界面、

强化语音引导，让技术隐形、服务显温。

同时，铺设“适老助老”的社会网络。可

借鉴珠海“科技进社区”经验，组织志愿者为

老年群体提供“一对一”操作指导和教学，从

唤醒语音助手到模拟就医挂号，手把手激活老年人的“AI 自信”。

在技术革新与人口老龄化并行的时代，唯有推动技术发展与老年需

求相契合，才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 AI 真正为银发生活增添绚

丽色彩，描绘出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图景。

南博会拓展区域经贸合作“朋友圈”
本报记者 曹 松

6 月 19 日，第九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以下简称“南博会”）在云南昆明

开幕。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

谋发展”主题，突出国际化、专业化、市

场化、品牌化，设置 16 个专题展馆，有

73 个 国 家 、地 区 和 国 际 组 织 参 会 ，

2500 多家企业参展。

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合

作稳中有进，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开放

合作逐步扩大。数据显示，去年中国

与南亚国家贸易额接近 2000 亿美元，

10 年间实现翻番，年均增长约 6.3%。

经贸合作走深

印度的黄铜及木制手工艺品，巴

基斯坦的木制家具、纺织品，斯里兰卡

的红茶、香料、宝石首饰⋯⋯南亚馆内

展品丰富多样，让人目不暇接。本届

南博会设置了 2 个南亚馆、近 800 个展

位，为南亚国家商品搭建了充分展示

的平台。

来自尼泊尔的参展商妮塔曾在北

京、上海等地做过服装贸易，这是她首

次参加南博会，带来了尼泊尔生产的

羊绒丝巾和披肩，“希望能通过南博会

赢得更多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特色服饰、非遗文创、创意食品、

智能家居⋯⋯不同国家的特色产品和

创新成果在此汇聚，架起区域协作的

桥梁，吸引南亚、东南亚及国内各省份

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商机。

朱玉洁是泰国一家企业的国际采

购负责人。她表示，当前中国的新茶

饮品牌在泰国受到年轻人喜欢，此次

来南博会希望能寻找合适的供应商，

合作开发一些面对泰国市场的新饮料

产品。

作为面向中东市场的中国花卉供

应 商 ，阿 联 酋 Forevermore Flower

Trading LLC 已建立覆盖客服、配送、

售后的海外全链条团队。企业负责人

徐楠表示，将借助南博会平台，积极对

接云南花卉企业，助力云南鲜切花对

接国际标准，加速中国鲜花走向世界。

本届南博会还专设贸易无忧平

台，集中海关、税务、金融等要素资源，

通过综合服务区、跨境直播区、业务洽

谈区、推介活动区四大板块，提供一站

式综合贸易服务及政策咨询。

挖掘增长潜力

近 年 来 ，中 国 同 南 亚 东 南 亚 国

家 在 基 础 设 施 、农 业 等 领 域 投 资 合

作亮点纷呈。本届南博会设置了制

造业馆、绿色能源馆、咖啡产业馆等

11 个 专 业 馆 ，重 点 展 示 我 国 与 南 亚

东南亚国家合作潜力较大的先进制

造 、清 洁 能 源 、医 疗 康 养 、现 代 农 业

等产业。

高精准制导灭火无人机、单人和双

人飞行摩托⋯⋯在制造业馆内，参展

商亿维特（南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多款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受到关注。企业创始人任文广介

绍，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无人机未来将

在空中货运、应急救援、城市空中出行

等领域发挥作用。云南毗邻南亚东南

亚，企业将在此建立区域中心，接洽国

外客商，拓展新兴市场。

选择好需要的风味，点击制作，等

待片刻，机器人就将一杯现磨咖啡从

窗口递出，不少观众和客商品尝后赞

不绝口。参展商丹顶鹤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商用咖啡设备研发

与生产的创新型科技公司。公司销售

运营主管陈开泰说，公司研发的产品

有良好的结构设计、极佳的出品效果

和超高性价比，希望借助南博会平台

展示中国智造的风采，并积极拓展海

外市场。

一系列前沿先进科技和绿色产

品，展示着中国企业的硬实力：科大讯

飞带来的人工智能成果“多语种 AI 透

明屏”，可实现实时翻译和数字人导

览；国家能源集团展示能源数字化转

型、关键设备国产化及智能化运维领

域的新成果；中国华能集团动态展示

智慧水电平台等多个数智化平台应

用，让观众感受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

机巡检的科技力量⋯⋯

“我们期待在传统领域合作的基

础上，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医疗康

养等前沿领域方面，加快与云南以及

中 国 企 业 合 作 ，提 升 本 土 产 业 链 水

平。”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秘书

长梁志华说。

康养美好生活

AI 问诊、伤痛管理中心体验、中

医专家现场提供免费问诊服务⋯⋯第

九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中药材产业馆，

设置“云药资源”“品牌企业”“食药同

源”“民族医药”“科

技文化体验”五大

展区，全方位展示

云南及国内外中药

材全产业链发展成

果，为中医药产业

搭 建 合 作 交 流 新

平台。

云南白药集团展区打造线上线

下联动的中医药科技文化沉浸式体

验场景，吸引众多观众。工作人员陈

婉琪介绍，中医药文化市集集展示、

销售、互动于一体，除产品展销外，专

业团队还提供公益问诊，推广“治未

病”理念。

作为“中国三七之乡”和云南省中

药材种植龙头，文山州组织 20 余家企

业携近 300 款特色产品参展，展示滇

南本草魅力。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何开杰表示，

通过展示三七产品以及药膳品鉴等活

动，进一步向国内外观众普及三七文

化和云药内涵，助力中药推广。

走进旅居云南馆，很多观众立刻

被云南各地美食美景“始于山水，归于

烟火”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为进一步

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本

届南博会设置了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

“旅居云南”馆，由云南省文旅厅、民政

厅、住建厅、民宗委共同组织，设置旅

居云南主题展区、住在云南展区、康养

胜地展区等，推动“服务贸易”与“生活

消费”无缝衔接，拉动出入境旅游消

费 ，让“ 旅 居 云 南 ”成 为 服 务 贸 易 新

品牌。

自 2013 年至今，从南亚国家商品

展到如今的南博会，云南与南亚东南

亚等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愈发密切，

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据悉，云南省将

持续办好南博会，推动云南实现更宽

领域互利共赢、更深层次经贸合作、

更 广 范 围 人 文 交 流 、更 高 水 平 对 外

开放。

良技良机绘就丰收图景

本报记者

周

琳

6 月 的 宁 河 ，大 地 流 金 。

在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夏

收工作已经结束，金灿灿的麦

子堆成了小山。种粮大户黄长

水看着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

收割机说道：“收 割 机 配 着 北

斗 跑 ，收 割 、脱 粒 一 气 呵 成 ，

效 率 比 往 年 高 多 了 ，又 是 个

丰收年。”

今年，宁河区小麦种植面

积为 24.56 万亩，苗情喜人，预

计 总 产 量 11.79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

为做好夏收，天津相关部

门成立了种植业生产技术推广

服务工作组，从播种前期到返

青、拔节期，再到抽穗、灌浆期，

全过程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指导。

“我们利用植保无人机对全区

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防

治效果较好，实现了防病虫、防

干热风、防早衰的目标。”宁河

区农业中心植保植检部负责人

田建全说。

在丰台镇岳秀村，一片片

露天白菜长势喜人。这是宁

河区首次成功试种的夏收露

天 白 菜——“ 秋 冠 二 号 ”黄 金

心白菜。“过去，白菜都是‘秋

种冬收’，但镇上有两家做酸

菜、辣白菜的企业，夏天原料

需求很大。村里瞅准这个市

场 引 进 了 新 品 种 ，开 辟 了 100 亩 试 验

田。‘秋冠二号’亩产能达到 1.5 万斤。”岳

秀 庄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赵 明

波说。

针 对 夏 天 种 白 菜 遇 到 的

高温、虫害、水分蒸发快等难

题 ，宁 河 区 专 门 邀 请 天 津 农

学院的专家全程“把脉”。技

术员李工睿说：“关键在育苗

移栽和精准水肥管理。我们

先在棚里集中育苗，再移栽，

成活率大大提高。指导大家

科 学 调 整 水 肥 比 例 ，全 部 采

用 滴 灌 ，既 保 证 白 菜‘ 喝 饱

水 ’，又 节 约 用 水 ，还 减 少 了

病 害 发 生 。”据 了 解 ，这 季 反

季 白 菜 一 亩 地 能 增 收 约

3000 元。

在 岳 龙 镇 曾 家 庄 村 1000

亩 连 片 的 红 瑶 甘 薯 基 地 里 ，

30 余名工人正弯腰在垄间仔

细 除 草 ，他 们 的“ 空 中 搭

档”——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

设 航 线 低 空 飞 行 ，均 匀 地 喷

洒着控旺药剂。“夏管关键就

是 控 旺 ，无 人 机 一 架 能 顶 几

个壮劳力，省时省工省力，提

升了综合效益。”种植大户徐

海波说。

岳 龙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镇

长 赵 彬 彬 介 绍 ，今 年 该 镇 全

力 推 进 红 瑶 甘 薯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种 植 ，将 种 植 面 积 拓 展

至 2 万 亩 。 在 产 业 链 延 伸 方

面，不断完善“育苗—种植—

存 储 — 加 工 — 销 售 ”的 全 产

业 链 条 ，未 来 ，甘 薯 加 工 中 心 将 投 产 运

营，年加工生产薯制品 3000 吨，年产值

可达 9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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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景区，第七届南浔古镇桨板公开赛鸣笛开赛，来

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桨板选手同场竞技。选手们在比赛的同时，还可一览古镇风貌，体

验在江南水乡开展水上运动的独特乐趣。 陈海伟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提高算力使用效率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面向不同

主体、不同架构、不同地域的公共

算力资源，推动构建算力互联互通

体系，通过统一公共算力标识、建

设多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等方式，

推动各类公共算力资源标准化汇

聚，促进算力供需规模较大地区和

行业资源互联匹配，着力解决算力

资源利用率不高、异地异构协同

难、产业供需不匹配等问题，满足

产业高效便捷“找、调、用”算力的

发展需要。

魏亮分析，《行动计划》立足提

高公共算力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

水平，以“先试点后推广、先互联再

成网”为总体思路，部署了多项重

点任务。比如，为加强不同主体、

不同架构的算力技术的标准化和

兼容性，统一算力“度量衡”，培育

算力服务大市场；到 2026 年建立

完备的算力互联互通标准、标识和

规则体系。

再如，实现通用计算、智能计

算和超级计算资源的智能感知、

实时发现和随需获取是算力资源

和计算任务之间高效供需匹配的

关键环节，需要通过标准化的算

力标识和协议接口，实现算力互

联“通信身份证”，将分散在各地

域和各主体的算力资源连接在网

上，并通过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作

为节点，共建共享算力标识汇聚、

状态感知和路径调度等能力，服

务更多上层算力应用。为此，《行

动 计 划》提 出 ，到 2026 年 建 成 国

家 、区 域 、行 业 算 力 互 联 互 通 平

台，统一汇聚公共算力标识，实现

全国头部算力企业的公共算力资

源互联。

算力互联互通是一项复杂的

联网工程。赵刚建议，加强标准建

设，统一接入规范和算力标识体系

等，打造统一的算力互联互通体

系。推进技术创新，通过增强异构

计算和弹性网络能力等方式，以技

术手段突破算力互联互通瓶颈。

突出需求导向，循序渐进推进互联

互通。注重运营优先，充分借鉴公

有云运营经验，探索算力互联互通

运营模式，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