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海到上海，首条长三角高铁“环线”开行
事件：6月 15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季度

列车运行图正式实施。新图中，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列车当

天上午迎来首发，这也是首条跨越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形高

铁列车，“轨道上的长三角”新增一条环形“走廊”。

点评：此列车途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让长

三角铁路线与区域外主干线形成无缝衔接，进一步发挥长三

角路网优势，更好满足环线覆盖区域群众的出行需求。

从沿线停站时刻安排看，该列车把一些较为偏远的城市

与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且车次始发、沿途、终到时刻都在高铁

客流较大时间段，让小城市与大城市间的联系更便捷、更紧

密，更好满足旅客日常通勤需要。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持续强

化交通互联互通。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1~5月，长三角铁路旅

客发送量超 3.57 亿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18%。长三角地区

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尤其是高铁网，已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而环线的开通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区域

内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持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多地地铁推出个人广告业务
事件：近期，广州地铁因为频频投放个人广告，引起舆论

注意。据广州地铁传媒公司业务部相关人士介绍，个人广告

业务于今年 1月推出，主要是面向广大市民的一种便民措施，

为市民提供展示自我的空间。从广州地铁传媒官方小程序提

供的信息看，个人广告价格为 380 元至 999 元，投放时间包括

3 天和 5 天，投放对象包括分时销售电子屏、全天轮播电子屏

和 12封灯箱。目前，生日庆祝、毕业纪念、个人展示等为广州

地铁个人广告中最常见的类型。今年 5 月，合肥地铁发布了

个人广告投放的宣传内容。

点评：从只投放商业类广告到推出个人广告，地铁传媒正

在求新求变。一方面，这是传播方式不断演变之后产生的新

需求。人们希望在地铁等场所以投放个人广告的形式获得精

神和情绪价值。

另一方面，高客流量和相对密闭的空间，也让地铁广告成

为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背景板，吸引着乘客的注意。以广州

为例，广州地铁客流强度国内第一，日均客运量为 857 万人

次。在那里投放个人广告，几乎是达到“被更多人看到”的最

佳场所。对于具有公益属性的地铁公司来说，如何持续获取

利润是普遍存在的难题。2023年，广州地铁营业总收入增加

了 18.4 亿元至 141.2 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减少了 8.2 亿元，仅

0.2 亿元。由此可见，推出个人广告服务，也是各地地铁公司

新的创收途径之一。

休闲零食市场现首个“万店”企业
事件：近日，零食连锁品牌“零食很忙集团”宣布旗下

拥有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两大品牌全国门店数突破

1 万家，并正式更名为“鸣鸣很忙集团”，此举标志着鸣鸣很

忙集团成为零食连锁行业首个突破万店的企业。去年 11

月，休闲零食品牌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合并，当时双方

共 有 门 店 7000 家 ，这 意 味 着 半 年 时 间 内 ，该 集 团 新 增 了

3000 家门店。

点评：近年来，零食量贩店已成为零食行业竞争力较强的

业态。它以品类多、价格平为特点，在三、四线城市大量开

店。报告显示，未来几年，我国休闲零食市场还会继续扩大，

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 23859.9亿元。

相比于走线上路径的新零售品牌，零食量贩店主攻线下

市场。一方面，实体店可以提供试吃，这既能让消费者“避

雷”，也可以激发更多“计划外”的消费。另一方面，实体店能

即买即得，在一些即时物流配送还无法触达的区域，量贩店可

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尽管零食量贩店看似切走了一

部分线上品牌的蛋糕，由于市场尚未饱和，双方都还有施展拳

脚的空间。比如，过去几年不少线上品牌已在探索线下落地，

零食量贩店同样在尝试开拓线上渠道。只要方法得当，零食

行业的整体业绩就有望进一步被拉升。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探寻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路径

阅 读 提 示

生产车间不仅拥有“三头六臂”，还长出了“最强大脑”，一线工人从复杂的生产环境中

解放出来，这不仅是企业推动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也为整个钢铁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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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行车智能调度系统集成大量数据，利用

算法智能生成行车调度计划；生产计划如果

临时有变，系统不到 1 分钟就能“思考”出新

的调度计划……在湖南钢铁集团旗下子公司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去年 9 月启动人

工智能钢铁大模型项目以来，已有 23个智能

化应用场景顺利落地，成功应用于生产优化、

质量控制等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2024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上，由湘钢与华

为、湖南移动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个钢铁行业盘

古大模型应用，从全球数百个案例中脱颖而

出，斩获人工智能优秀创新案例奖。

实际上，随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钢

铁企业已经实现了钢铁生产过程的智能监控

和优化，“钢花四溅、热气逼人”的传统生产景

象已不复存在。企业生产车间不仅拥有“三

头六臂”，还长出了“最强大脑”，这不仅是企

业推动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创新

实践，也为整个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

有力支撑。

让设备“开口说话”

走进湘钢五米宽厚板厂生产车间，10 余

米高的横梁上，“5G+智慧无人天车”的红色

标牌赫然入目。智慧无人天车如同抓娃娃机

一般，“抓”着废钢在空中游走。

长期以来，钢铁企业生产环境复杂、危险

系数高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如何将一线工

人从复杂的生产环境中解放出来，成为湘钢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首要任务。湘钢携手

华为、湖南移动共同打造的“5G+智慧天车”

则成为钢铁行业 5G实景应用的第一例。

“过去天车司机需要徒手攀爬云梯至 10

余米高的驾驶台，长时间在高温嘈杂的环境

下作业，一台天车需要‘四班三运转’，现在一

人就能操控多台天车。”湘钢设备工程部智能

制造室工程师王博告诉记者，智慧无人天车

只是湘钢智慧工厂建设的一个缩影。

与外界印象中的钢铁工人不同，王博最

重要的“劳动工具”之一就是手机。这位

2020 年进厂的 95 后，采访中不时打开手机

App查看设备故障情况。

记者了解到，通过覆盖全厂的 5G网络和

各类终端设备，湘钢对近 2000 台生产设备实

现在线监测，监测点超万个。监测系统每5秒

便对设备信息进行采集并实时传输到后台，经

大数据分析处理，设备可以随时“开口说话”。

在该企业五米宽厚板厂的智慧集控中

心，挂满三面墙的 99块屏幕，可以看到炼钢、

轧制、成品、入库等各道工序的实时监控画

面。十几名工作人员守着电脑，关注着屏幕

上各项数据的变动，工人喝着咖啡，动动指

尖，即可炼钢。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6 年，湘钢就制定

了智能制造工作推进方案，以项目制为抓手，

整体策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智能制造让

湘钢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20%，产品不良率降

低了 13%。”王博介绍，从 2016年至今，湘钢已

在智慧工厂领域累计立项 363个。

从“5G+”到大模型

5G+AI 废钢智能定级，避免人工判别标

准不统一，每年节省采购成本 500 万元；5G+

板坯自动转钢，解决转钢自动控制及表面瑕

疵检测等问题，每年增加产能 2.6 万吨；智慧

棒材厂实现棒材 AI表面检测，缺陷判断准确

率高达 95%……

近年来，“5G+”应用场景的批量落地，让

湘钢尝到了智能制造“甜头”，也坚定了企业

进军人工智能的决心。去年9月，湘钢启动人

工智能大模型项目建设，推动钢铁产业与人

工智能深度融合。今年 4 月 28 日，三方联合

打造的钢铁行业盘古大模型应用全球首发，

现已完成首批模型开发上线，涵盖钢铁生产

流程中焦化、烧结、炼铁、质检等23个场景。

“大模型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其模型泛

化能力以及流水线低门槛开发。如果说以前

的智能制造是‘单点智慧化’，那么大模型就

是要打造流程再造、环节重塑的创新生态。”

湘钢设备工程部部长郭理宏介绍。

记者了解到，5G 技术做到了“让设备开

口说话”，大模型则实现了让数据指挥生产，

让人工智能有思想、能决策。比如，AI 预测

与优化系统可实时预测钢水温度和成分，智

能化控制通电与加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钢

水冶炼；智慧配煤系统可深度挖掘原料煤之

间的配比性，结合业界先进配煤理论进行科

学配煤。

在湘钢高线厂轧钢车间，每 1 分钟就有

一盘线材生产出来，8 台工业相机同步用“火

眼金睛”检测每一盘产品的表面质量，线材盘

卷质检系统实时检测，发现瑕疵后由工人在

电脑端进行远程复核。

一边生产一边进行质检，背后依靠的正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强大功效。记者了解

到，这套线材盘卷质检系统由华为技术团队

指导，湘钢技术团队进行软件开发。

“通过应用大模型，开发周期从以月为

单位缩短至以天计，开发门槛和成本大大降

低了。”郭理宏说。

炼就“定海神钢”

在湘钢五米宽厚板厂轧钢生产车间，一

块钢坯经过加热、轧制、精整、检验等工序，

制成特厚齿条钢。此种钢材主要应用在风

电安装船与自升式海洋平台桩腿。作为名

副其实的“定海神钢”，此种钢材不但要防止

被海水腐蚀，在整个生命周期都不能产生任

何微小的缺陷。

“定海神钢”离不开智能制造。通过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湘钢打破不

同厂区信息壁垒，各个生产环节形成紧密衔

接，形成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协同管控、

产销服务的全价值链体系。目前，湘钢年产

能已达 1600万吨，且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宽

厚板生产基地。

“以前研发一个产品，光是设计环节就

要开数不清的综合评审会，现在评审环节基

本上在线上进行。”湘钢技术质量部海洋工

程用钢研发工程师脱臣德说。

如今，在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深海一号等超级工程中，都能

看到湘钢产品的身影。湘钢还走出国门，广

泛参与海外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产品出现在

亚投行总部大厦、马来西亚皇京港、泰国石

油平台等国家重点工程上。

最近，湘钢销售部主管吴庭衿正忙着筹

备参加下半年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石油

展。“国外客户看重参展经历，我们产品过

硬，相信能取得收获。”吴庭衿说。

通过覆盖全厂的 5G网络和各类终端设备，对近 2000台生产设备实现在线监测，设备可以随时“开口说话”

喝着咖啡炼钢

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杨树良

从重庆主城区驱车两个小时抵达位于川

渝交界的芭蕉村山峦，一孔孔 40米的箱梁整

齐地摆放在存梁台位上，一座巨大的制梁场

展现在记者眼前。

相距梁场 2 公里的山林间，成渝中线高

铁正在加紧建设。据悉，作为我国“八纵八

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

中线高铁是首条预留提速 400 公里/小时条

件的高速铁路，CR450 动车组未来有望在该

线路上率先开跑，实现中国高铁更高时速的

突破。

“这里是国内首个可以预制跨度 40米箱

梁的高铁梁场，将有 548 孔箱梁在此完成生

产及架设。”中铁五局六公司安岳东制梁场党

支部书记杨洪说。

今年年初，安岳东制梁场顺利通过国家

生产许可证实地核查检验，正式由试生产转

入批量生产。杨洪告诉记者，这里也被称作

“云端梁场”——既因为梁场位于山巅，经常

能见到云海景象，还因为这是一座运行在“数

智云端”的智慧梁场。

走进控制中心，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映

入眼帘，整个梁场的生产环节和情况尽收眼

底——这便是中铁五局六公司自主创新研发

的数智梁场生产控制平台，也是这座智慧梁

场的“大脑”。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操作鼠标就能查阅

到现场各道工序实时采集的数据、钢丝绳检

测数据、大型设备安全参数的监控数据、现场

违章作业 AI识别数据。

“我们以智能装备为主干，通过信息管理

平台，把数据传上云端，借助数字孪生平台，

将箱梁全生命周期的施工过程信息进行高度

集成，实现生产自动化与管理数字化的深度

融合，达到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物资管理、生

产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少人化。”安岳东制

梁场副经理廖辉指着操作台上一排标注着

“控组”“急停”“启动”等红色字样的按钮介

绍，在这里，每一道工序的指令通过按钮就能

下达。

与之同时，每一孔箱梁从下料到制作完

成的数据，也会及时存储在数智云端。“相当

于给箱梁植入了一个编码，任何时候都可以

回溯到它的数据值。”廖辉说。

来到制梁区，记者见到一台大型设备伸

出长长机臂，混凝土正源源不断的通过输送

带传送到浇筑台位上，这就是该梁场最新研

发的混凝土智能浇筑系统。

“以往梁场一般采用传统的车载泵浇

注箱梁混凝土，浇注由人根据经验控制布

料，且特别容易堵管，浇注时长不受控制。”

廖辉介绍说，现在采用这套全新的浇筑系

统，混凝土输送更加稳定，浇筑效率得到有

效提升，5 小时即可完成混凝土浇筑。而且

还实现了箱梁断面混凝土的自动计量、混

凝土分层分段智能布料，大幅提高了混凝

土浇筑质量。

在安岳东制梁场钢筋智能加工配送中

心，4000 多平方米的车间里并没有多少工

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高效智能的机器。

“以往这套作业起码需要 3个人，如今只

需要 1 个人就能完成。”廖辉说，高铁箱梁的

钢筋焊接对于精准度要求极高，误差通常在

毫米级。以前依靠人工摆放、定位、焊接等分

段式加工，容易出现较大误差，而这套系统可

以达到零偏差，产品品质得到了有力保障。

除此之外，在钢筋智能加工配送中心，记

者见到直条生产线、弯箍筋生产线、U型筋生

产线等智能设备各司其职完成着生产。工人

们只需要在设备终端接受当天的加工任务，

然后自动下料、自动加工及自动收集，最后由

新能源无人车运输到台位上。

“以前我们一个钢筋加工中心，至少配备

20名作业人员。现在只需要 6名作业人员旁

站盯控，每天轻轻松松就能完成 1.5孔的钢筋

制作。”廖辉指着一台机器说，“你看这台数控

钢筋弯箍机，一个小时能制作 2800个这样的

箍筋件，而且质量始终如一。”

融合先进的技术、设备，借助智慧“大

脑”，通过物联网、BIM+GIS 数字孪生、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安岳东制梁场组建

出数智梁场的整体架构。如今的智能建造场

景也让一位老师傅充满感慨，“有了科技力量

的加持，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工作效

率反而大大提升了。”

运行在“云端”的智慧梁场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超移动电话用户数

我国正式迈入“物超人”时代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马安妮）6 月 13 日至 14 日，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国际交流研讨会”在新疆

克拉玛依市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 4 月底，5G 基站

总数达到了 374.8万个，占全球 5G 基站总数超六成。千兆宽

带接入的用户达到了 1.8 亿户，应用于各场景的移动物联网

终端规模快速增长，移动物联网用户规模已超过移动电话用

户数，迈入了“物超人”的时代。

“物超人”时代是指应用于各场景的移动物联网终端规

模快速增长，移动物联网用户规模已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

即能上网的物品比人还多。

北京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家曹和平表示，移

动网络已经从过去服务人和信息的消费模式，发展为现在服

务“物件到产品”和数据生产，从而让“万物互联”成为现实。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随着数字基础

设施支撑能力不断巩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 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3 年 底 全 国 算 力 总 规 模 达 到

230EFLOPS，即每秒 23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其中智能算力规

模增速超过 70%。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也有显著提升，特别

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工业、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中，5G

工业网关、巡检机器人等一批新型终端成功被研发出来，给

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广泛影响。

自去年 11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

疆分中心在克拉玛依市揭牌成立以来，在积极推动上合组织

国家数字领域技术共研、成果共享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表示，今年的研讨会

侧重解决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数字化助力和发展、数字化技

术等非常紧迫的问题，这表明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智能化的

可能前景。目前，商业空间基于传统和新型两种模式，数字

技术正在成为增长的新引擎，促进经济和工业领域的转型和

发展。

6月14日，在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常州节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制造基地，工作人
员在对柔性智能协作机器人进行全系列测试。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通过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集成电路等产业，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产业聚集
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超级工程深中通道通过交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陈振强）6 月

16 日，深中通道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这座

历经 7年前期筹备、7年艰苦建设的世界级跨

海集群工程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工程质

量通过“大考”。

深中通道全长 24公里，集“桥、岛、隧、水

下互通”于一体，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

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也是连接“深莞

惠”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的唯一直连通

道。中交一航局主要负责深中通道西人工岛

及附属房建、23 节沉管和最终接头的浮运安

装，以及非通航孔桥建设，是全线唯一一家全

面参与“隧、岛、桥”核心工程的施工单位。海

底隧道是其中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控

制性环节，长 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 5035米，

是世界首例特长超宽双向八车道钢壳混凝土

沉管隧道。

中交一航局于 2016 年 12 月入场，7 年建

设贯穿始终，高质高效完成了各施工任务，创

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填补了诸多行业空白。

施工中，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世界最大十二

锤联动液压振动锤组，完善了由我国首创的

“大直径钢圆筒振沉技术”，创下了“141 天外

海快速成岛”的世界奇迹，为成岛技术贡献了

成熟的“中国方案”；首次将国产北斗定位系

统引入沉管隧道施工领域，创造了连续 7 节

沉管毫米级安装的世界纪录，将世界跨海通

道工程施工引入智造时代。

深中通道交工验收通过后，深中通道监

控中心已开始 24小时值班，路政按预定线路

有序展开巡查，相关设备、系统正进一步联调

联试，项目距离正式通车再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