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消毒机器人
“上岗”服务防疫

日前，在阜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会议室里，一台一人高的智

能机器人伸长着“脖子”，随着“脚步”

的移动，“头顶”不断喷出雾化液体，开

始了对会议室的又一轮消杀工作，他

的名字叫“莱陆”。在阜阳市汽车东站、

高铁西站、阜阳市人民医院隔离点等公

共区域，同样有“莱陆”忙碌的身影。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初，面对阜

阳市严峻的疫情防控压力，位于该市

阜合产业园区的阜阳安徽复旦科技园

创新中心迅速与市直有关部门、莱陆

科技进行对接，克服重重困难，及时将

消毒机器人运送到全市各大公共场所

“上岗”工作，为疫情防控增添一道科

技防线。

这款卫生管理消毒机器人是莱

陆科技的智能终端产品，由复旦大学

RoboWay团队完成的自主研发成果，

包含消毒机器人和卫生管理数字化云

平台（Lailocloud），共产生74项专利和

24项核心软件著作权。

该项目以复旦大学无锡研究院

和阜阳·复旦创新科技园为依托，实现

了科研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闭环。

自2020年8月在阜合园区投产以来，

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安徽

等地，广泛用于医院、酒店、福利院、学

校、高铁站、展厅等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智能感知决策算法的加持下，通

过“深紫外+超声干雾”两种方式，机

器人复合消杀率可达99.99%以上，具

有超高的消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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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村高油脂花生丰收

新兴产业助力 阜阳走出“高精尖”之路

阜阳，皖北著名的交通枢纽城市，以超过

千万人口的规模，素有“安徽人口第一大市”之

称。在这片肥沃的平原厚土上，沉甸甸的麦穗

赢来了“江淮粮仓”的美名。而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曾几何时，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市也在华

丽转型，无人机、机器人等智能制造企业正纷

纷落户这里，一批批新兴产业助力阜阳走出

“高精尖”之路。 ■ 闫翊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制造强市
跑出产业集聚加速度

今年4月，阜合现代产业园区内的安

徽华启检测有限公司正式对外营业一周

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初从公司成立到正

式投入运营，这家企业只用了短短的几个

月时间。

作为阜合产业园区重点打造的协同

创新、科研转化平台，这里还是合肥、阜阳

两市合作共建的特别政策区，入园企业按

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合肥、阜阳两

市促进经济、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华启检

测在平台的支撑下，不但实现了快速进驻、

快速运营，还和复旦大学开展技术对接，在

原有水、气、土壤、噪声等常规检测服务的

基础上，独家转化了复旦大学土壤修复课

题成果，成为掌握“独门秘籍”的第三方检

测服务和生态修复提供商。

感受到阜阳蓬勃发展脉动的，还有园

区的另一家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

消防安全监控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及时发现各种消防安全隐

患，避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安徽清联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舒放说。

目前，这家企业依托清华大学合肥公

共安全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无锡研究院进行

成果转化，构建起“云平台+24小时服务中

心+线下服务队伍”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

已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商场、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为解决“智慧城市建设最

后一公里”问题贡献力量。

如今，在阜阳复旦创新科技园，像华

启检测和清联智能这样快速成长起来的企

业已有近20家。致力于产业发展与科技

创新，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的部署要求，园区依靠合肥、依托

阜阳，聚焦长三角，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进行深入

合作，形成了“一团队、一政策、一基金”的

孵化转化机制，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

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产业方向均

实现了突破。

以改革促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干净平坦的道路、宽阔的村

民广场、整洁的生活环境……这

是记者近日在颍州区三合镇三星

村看到的场景。大多数人可能想

不到，三星村曾是城郊为数不多

的贫困村之一，7年前，村集体收

入不足3000元。

昔日的三星村，村里基础差、底

子薄、缺产业，到处都是土路荒地。

近年来，该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驶

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今年，该

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到500余万

元。从不足3000元到500万元，三

星村实现了华丽“蝶变”。

“为了摆脱贫困旧貌，通过

走访调研，制定产业规划，大力

发展小麦、花生等有机农产品，

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带动全村共同发展。”三星村党

委书记杨坤山介绍，为了发展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三星村学习

先进经验，将秸秆用于肉牛养

殖，牛的粪便跟废弃秸秆一起发

酵，用于蚯蚓养殖，将蚯蚓渣还

原到土地里面，真正做到植物生

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形成

农业生产闭环效应。

目前，三星村已经形成了

“32111”六大项目和“三圈”经济

融合发展模式。“32111”即3个特

色种植项目（有机小麦、有机玉

米、高油脂花生种植）、2个特色养

殖项目（蚯蚓、肉牛养殖）、1个品

牌粮种植、1个粮食仓储中心、1个

服装厂。“三圈”经济即种植经济

圈、养殖经济圈、生态经济圈。

2020年，三星村集体经济收

入超过300万元，位居全市所有村

首位。 2021年三星村集体收入

达到564.22 万元，并获得阜阳市

级一村一品特色村称号。

近年来，阜阳不断强化“三

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阜阳造”温暖冬奥会

近日，在位于界首高新区的吉祥三

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智能化“U”型生产线上，普通的纤维

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变成仿鹅绒结构

高保暖絮片。在前不久刚闭幕的北京冬

奥会上，供国家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人

员使用的保暖服填充物——仿鹅绒结构

高保暖絮片，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能为‘科技冬奥’出一份力，我们感

到很荣幸。”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马晓飞告诉记者，“在冬奥会开

幕前几个月，我们就加紧赶制。仿鹅绒结

构高保暖絮片具有轻质保暖、湿态保暖、

柔软舒适、可水洗可干洗等优点，在完全

浸湿的条件下仍能保持98%保暖率，且洗

涤后回弹性好、不缩水、保暖率不降低。”

据马晓飞介绍，仿鹅绒结构高保暖

絮片是该公司牵手东华大学俞建勇院士

团队研发的一种新型纺织材料，填补了

国内空白。

2019年，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絮片研

发生产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冬奥”专项——“冬季运动与训练

比赛高性能服装研发关键技术”项目。

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随之加大了

研发投入和推进力度，当年投资2亿元

启动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絮片项目。

2020年初，第一条生产线启用，仿鹅绒

结构高保暖絮片实现了量产。“借助俞建

勇院士及东华大学的人才优势、技术优

势，我们将高校的科创资源引入企业，促

进了科研成果转化。”马晓飞说。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吉祥三宝高科纺织

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等10多所高校院所开展了深

度产学研合作，组建了60余人的专业研发

团队和设计团队。目前，该公司取得授权

国家专利89项，其中发明专利32项。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丰富产学研

合作，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阜阳市近年来

已创建4家院士工作站，打造阜阳高质

量发展的“智囊团”。今后，阜阳市还将

拓宽与院士对接的渠道，多举办院士交

流活动或论坛，进一步加强对皖北地区

的扶持力度，加大对人才引进的支持，促

进更多人才向皖北流动。

位于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的阜阳复旦创新科技园

抗疫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