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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宇

创新是驱动时代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引领
未来的关键力量。

在合肥，“人造太阳”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
置（BEST）正进行总装，努力点亮人类终极能源
的曙光；在芜湖航空小镇，国产通航飞机整机生
产线高速运转，织就低空经济的“空中路网”；在
蚌埠传感谷，全国首条 8 英寸 MEMS 晶圆生产
线日夜不停，为智能世界铸造“感知神经”……

当前，安徽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在量子信息、聚变能
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精心布局、
精耕细作，推动未来产业成形起势。

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2025 年“活力中国调
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百余名中央和地方主流
媒体记者深入开展调研。一处处令人振奋的科
技突破与产业实践，让记者们触摸安徽向“新”
而行的强劲脉动，亲身感受安徽未来产业发展
的蓬勃图景。

未来产业何以在安徽成形起势

□黄冉 谢雯艳 何之洲

近日，西湖区举行全力打造“阅读第一区”新闻发布会，集
中展示阶段性建设成果，重磅推出“书香西湖”十大举措，并正
式首发“走读西湖”阅读护照。

作为省会文教大区，西湖区坐拥浙大等 46所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阅读人群规模大，文化资源丰富。去年以来，西湖
区以打造“阅读第一区”为目标，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累计建设
阅读空间 290个、面积 19.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镇街特色阅读
空间 31家，涌现出“阅见西湖”、“西湖遇见敦煌”、蔡志忠美术
馆等标志性阅读空间。如今，该区已形成“云朵书市”“留下一
本书”等 11个镇街特色子品牌，组成西湖阅读联盟，培育 24支
公益阅读团队，不断推动“阅西湖”品牌走进千家万户。

拥抱数字浪潮，西湖区以科技赋能阅读新体验，推进西湖
数字图书馆建设，2024年浏览量达 273.57万次；上线“西湖阅
读联盟数字地图”，实现阅读空间“一图可查”、热门活动“一键
全览”；链接喜马拉雅、咪咕数媒等有声阅读资源，打造沉浸式
一体化阅读场景；成立“西湖之光”算力联盟，目前已服务区内
140余家科技企业的阅读技术研发需求。“我们运用数字新技
术变革传统阅读，让阅读资源更丰富、阅读服务更优质，阅读
体验更多元。”西湖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政府到市场，从基础到品质，从传统到数智转变，阅读
资源丰富、阅读经济活跃、阅读服务优良、阅读氛围浓厚的“阅
读第一区”初现雏形。下一步，西湖区将以“阅读+，+阅读”为
创新引擎，将文旅、科技、民生等深度融合，推出“书香西湖”十
大举措，努力将“阅读第一区”打造成为西湖新名片。

其中，西湖区创设每月 23日为全区“西湖读书日”，探索推
出“阅读+研学”“阅读+非遗”“阅读+科技”等高品质体验；推
动阅读空间、阅读活动进菜场、商场等，让阅读融入生活更高
频场景中；组建“西湖阅读共同体”，联动更多企业、平台、书
房、场馆及各领域领军人物；推动“种地吧”后陡门麦香书局、
戴敦邦艺术中心等重点阅读新空间建设；升级智慧阅读体验，
实现足不出户图书一键借阅、通借通还、快递到家等。

值得一提的是，“走读西湖”阅读护照当天正式发布，其精
心收录了辖区 30余处特色阅读空间，串联起周边旅游景区、商
业综合体、酒店及文化体育场馆等多元业态，并创新打造了

“阅读+旅游”“阅读+休闲”的深度体验。“我们希望将读万卷书
和行万里路结合在一起，将西湖的在地文化、人间烟火气与书
香世界更好地连接起来。”西湖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面向辖区中小学发放了首批近 6000本阅读护照，在阅
读空间参加活动、看书即可盖章打卡。

据《杭州日报》

创设“西湖读书日”推出阅读护照

西湖区发布十大举措
打造“阅读第一区”

□吴丹璐

日前，上汽通用汽车公开了 6月份经营数据。自 2024年第
四季度以来，上汽通用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盈利。另外根据上
汽集团 2025年 6月的产销快报，今年上半年，上汽通用累计批
发销量达 24.5万辆，同比增长 8.64%，展现出逆势回暖趋势。

自 2024年下半年开始，上汽通用进行了多项内部业务改
革，以提振企业销量。在 7月 12日举行的 28周年庆活动上，上
汽通用总经理卢晓表示：“今年上半年，上汽通用的主力新车进
行了密集的升级换代，加上灵活高效的营销策略，上汽通用的
销量表现持续向好。”

产品方面，上汽通用开始推行“大单品策略”，精简产品型
谱，退出低效产品线，集中资源打造精品，例如凯迪拉克主力车
型推出焕新版，别克家族推出新成员 GL8 陆尚。2025 年上半
年，凯迪拉克全新XT5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别克GL8家族同
比增长 37.4%。

渠道方面，上汽通用自 2024年就开始大规模地“去库存”，
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帮助经销商健康发展。这样做的好处
是，经销商盈利能力提升后，渠道信心逐渐恢复，便可以有更多
精力投入到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上，推动传统经销商从过
去“坐在店里等客户”转变为“主动走向客户”，加快企业的营
销转型。

“通过对生产效率、组织架构、渠道网络、运营成本等各维
度全面深入的优化，公司运营健康度已恢复正常水平。”卢晓
说，下半年上汽通用会更加重视量、利平衡，燃油车和新能源汽
车的平衡，油电共进，确保全年盈利。“中国的燃油车市场不会
完全消失，预计到 2027年燃油车仍将保持 25%以上的市场份
额，我们完全可以两条腿走路。”

在经营逐渐恢复健康的背景下，下半年上汽通用将推出更
多专门面向本土市场开发的产品。在此次上汽通用周年庆活
动的主舞台，停放了两款概念车，折射了未来企业产品的发展
方向——一台概念车，多种功能、外观可以由现场观众来互动
定义；一台先导车则预告了即将上市的别克高端新能源子品牌
至境的首款智能豪华轿车的方向。二者都体现了上汽通用对
智能化出行的思考。

在行业看来，合资车企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产品力不够，这
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汽车市场迭代太快导致的，但从根本来说，
还是因为合资车企的研发与营销、研发与本土用户需求脱节。

上汽通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25年 4月，上汽通用
旗下别克品牌发布了全新“逍遥”超级融合架构，这是一款能够
覆盖多种车型、多种动力形式的整车制造平台，专门针对中国
市场，完全由本土研发团队开发。

在“逍遥”架构加持下，2025年下半年，别克将推出多款新
能源车型。未来两年内，别克将实现新能源车型主力价位段的
全覆盖，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为此，上汽通用已在上半年
推进生产基地产能布局的深度整合和生产线的升级改造。

在卢晓看来，上汽通用有多年制造业功底，基础并不弱，有电
动化、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全栈自研能力。上汽通用的目标是
做转型最快的合资车企，在2025年跻身行业智能化“第一梯队”。

值得注意的是，上汽通用还在此次周年庆活动现场展开招
聘，社招计划共计200余个关键岗位，覆盖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智能车控、驱动系统、汽车设计、软件与数字化、营销等多个领
域。可以预计，未来上汽通用的本土化研发将进一步提速。

据《解放日报》

上汽通用重塑业务
连续三个季度盈利

在安徽，“人造太阳”致力照亮人类未来之
路，深空探测解锁宇宙奥秘，人工智能重塑千行
百业……“十四五”以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崛起，前沿领域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江淮大
地正成为孕育未来产业“新物种”的创新沃土。

走进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的聚变堆
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这里每座建
筑都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分别测试
安装“人造太阳”的不同关键部件。其中，一座
半圆形装置犹如巨大的“橘子瓣”，让人瞩目。

“这是聚变堆主机八分之一真空室及总装
平台，中文名为‘夸父’。八个这样的‘橘子瓣’
将组成未来‘人造太阳’的‘锅炉’，为上亿度的
等离子体运行提供真空环境。”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团委书记

叶华龙介绍，目前，这里正在进行偏滤器部件和
遥操作系统的集成测试，将进一步验证这个总
装平台的综合能力。

在“夸父”装置旁，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建设进入总装阶段。“BEST 将在第一代
中国人造太阳EAST装置基础上，首次实现聚变
能发电演示。”叶华龙表示，BEST建成后将成为
世界首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有望点亮全
球首盏“核聚变灯”，可控核聚变商业发电正从
科学实验逐步走向现实。

深空探测的突破同样令人振奋。在合肥高
新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一项名为“月壤原位
3D打印系统”的突破性技术，让人类实现在月
球上“就地造房”迈出关键一步。

“未来不需要从地球携带任何辅料，真正

实现了‘用月球的土，烧月球的砖，建月球的
家’。”深空探测实验室未来院高级工程师杨
洪伦介绍，该系统利用高倍聚光太阳能将月
壤加热熔融，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成不同
规格的“月壤砖”，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
了无限可能。

人工智能领域同样成果斐然。高清画
质、影视级镜头语言、15 秒实现多镜头视频生
成——凭借这一前沿技术，成立仅两年多的智
象未来(合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跻身全球多
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的第一梯队；芜
湖市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智
能免编程焊接机器人，可实现 5分钟以内自动
完成精密焊接作业，焊接效率提高 70%以上，广
泛应用于船舶、钢构类产品等领域。

技术攻“尖”，产业“新物种”破土而出

从技术“上新”到产业“焕新”，如今的安徽
正锚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不断拓宽创新成果
应用场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能力，产业聚
链成群的效果正在显现。

在芜湖市湾沚区，12年前的一片荒地如今
崛起为现代化航空小镇。步入园区，记者发现，
从飞机发动机、复合材料再到航电系统、螺旋
桨，方圆数公里内就能找到制造通航飞机的全
部国产供应商。

在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田满林向记者们展示一款自主研发的飞机。

“这款双发四座固定翼飞机是以DA42型为
基础研发的最新型号飞机，搭载了国产航空发动
机和国产航电系统，最大巡航速度352千米每小
时。”田满林介绍，该飞机所采用的关键部件，例
如发动机、航电系统等都由园区内企业自主制
造。“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下线试飞，这里是全产

业链，不出园区，实现整架飞机的完整制造。”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是第一家落户航空小

镇的整机制造企业，也是“链主”企业，在其带
动下，10 余年来这里集聚 200 余家上下游企
业。而芜湖市现已集聚航空新材料、无人机、发
动机等产业链企业近 200家，涵盖研发、制造、
维保、运营、培训全产业链，整机重点核心部件
自主配套率达 100%。2024年，全市低空经济产
业营收达 463.8亿元，同比增长 15.95%。

同样的产业集聚现象在聚变能源领域出
现。合肥市依托 EAST、BEST 等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汇集近 60家核聚变能源产业企业，
涵盖上游超导线材生产、中游主机设备制造、下
游设计运营商等全产业链。此外，2023年在合
肥成立的聚变产业联合会，已汇集会员企业
200 余家，覆盖超导材料、磁体系统、真空设备
等产业链环节。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要前沿领域。合肥是中国最早系统布局量子
科技研发及产业化的城市之一，仅在合肥市高
新区的云飞路上便集聚了 30 余家量子科技龙
头企业。在合肥全市，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已有近 90家，居全国首位。围绕量子产业，合
肥市已初步构建了从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
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完整生态链。2024 年，该
市在量子产业链实现营收近 14亿元，同比增长
21.6%。

“合肥正利用试点建设‘国家量子信息未来
产业科技园’的契机，加大资金、人才、场景、产
业园区等全要素全周期服务，推动前沿科技研
发‘沿途下蛋’，拓展更多‘量子+’场景示范应
用，力争到 2027 年，集聚量子信息企业超 150
家，将量子产业打造成百亿级产业集群。”合肥
市科技局副局长吕波说。

聚链成群，产业生态“雨林”繁茂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幺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分布式离子阱量子计算研发的企
业。作为中国科大首批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公
司创立时面临 3000万元启动资金缺口，团队自
有资金不足 200万元。

“关键时刻，合肥市及高新区的相关投资机
构相继向其投资 3000万元，化解了企业燃眉之
急。”公司创始人韩永建说，公司成立一年后，便完
成了高通光离子阱量子计算工程机的研制，具备
了整机交付能力，在新的技术路线上实现突破。

未来产业，为何在安徽这个传统农业大省
成形起势？韩永建的经历，是安徽近年来构建

未来产业培育体系的生动注脚。
面对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

道，安徽加快贯通“政产学研金服用”，打造主
体高效协同、要素集聚融通的创新生态，更好服
务未来产业发展壮大。

例如，在顶层设计上，安徽系统规划核心技
术研发、产业协同、场景落地等方向，印发了

《安徽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在“7+N”领
域实行细分赛道“一业一策”；在金融扶持上，
安徽以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牵引，首创

“共同成长计划”“贷投批量联动”模式，在全国
率先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政府性科技融资担

保体系；在人才引进与培育机制上，通过实施
“招才引智”工程，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入皖，
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
将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团队并创办企业，推动
未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显著提升。

“我们还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极简极
速极便审批等制度，从‘注重管理’转向‘做优
服务’，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贯通，用好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
的手，鼓励更多创新主体投身未来产业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安徽日报》

精准扶持，未来产业加速培育

芜湖航空小镇生产的通航飞机

全国首条8英寸MEMS晶圆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