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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
智能制造专业不是所有高校都需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长，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教授表示，现

在关于智能制造弄了很多新专业，但越是偏向

研究型大学，建立这种新专业的必要性越小；

越是应用型大学反而必要性强一点。“这是我

的一个观点，可能跟很多人的观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恰恰就智能制造这个话题，需要我

们从多学科的视角，基建、计算机、控制、材料、

管理等等方面去研究，我们需要这么多个学

科，让大家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这样对智能

制造的发展才是真正有好处的。”

蔡自兴：
人工智能使智能制造如鱼得水

IEEE Fellow，国际导航与运动控制科学

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中

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蔡自兴教授说：人

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是什么关系？一方面，智能

制造需要应用人工智能的分布式系统、智能网

络、智能控制、智能推理与之决策等关键技术，

构建智能机器和人机融合系统，实现制造过程

的柔性化、集成化、自动化、信息化与智能化。

人工智能为智能制造提供各种智能技术，是智

能制造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技术保障。人工智

能使智能制造如鱼得水。另一方面，智能制造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具有广泛交叉的重要应用

领域。涉及智能机器人、分布式智能系统、智

能推理、智能控制、智能管理与智能决策等人

工智能方向。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的又一个

优良的试验领域，智能制造的升级必将促进人

工智能产业和学科的发展。智能制造使人工

智能如虎添翼。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相互促

进、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蒋宗礼：
降学分给学生时间探索打游戏？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级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

蒋宗礼教授说：“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层面

上，有时候学生不是动手能力差，而是动脑能

力差。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做法上是值得商

榷的。我们学美国人，使劲降低学分，希望学

生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去探索。但事实上探

索什么去了？探索怎么打游戏去了。曾经有

朋友跟我讲，小孩放假了不回家在学校，一个

寝室的人都没回家，在那儿玩呢，等回家了骗

家长说在学校念书呢。过年回去只待了两三

天，四五天，‘爹，我的学业真的很忙，我得赶紧

学习去。’然后就跑到宿舍打游戏去了。现在

很多学生逃课，你说课都不上了，还怎么学技

术，是不是天方夜谭。”

此外，在智能制造研究与应用方面，俄罗

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

彬教授；IEEE Fellow，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术委员会

主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孙富春教授等人，结合各自高校及企业在

智能制造实践方面，分别做了“数据赋能、优化

效率——以节能作为智能制造的切入点”、“智

能“十”与智能制造”、“机器人自学习控制的特

征表示与滚动优化”、“三论智能制造基础——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教融合新模

式探讨”的报告，这些报告围绕智能制造的热

点技术研究与应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热

点、重要问题进行分享。

星报讯（本报记者） 4 日 9 日，记者在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

中国科协和安徽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

国（芜湖）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科博

会），将于5月20日左右在芜湖市举办。本届科

博会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为主

题。主要包括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知名

科技、科普企业和有关全国学会等单位；美国、

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新加

坡等11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企业、科技团体。

本届科博会由三项展览展示、三个专题论

坛、六项专项活动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科普产

品展示主要展示我国最新的科普产品和技术，

包括科技场馆展品展项，科普信息应用服务类

产品，科普教育类展品，科普出版类展品，科幻

类展品等8大业态。举办的长三角一体化创新

成果展，以“共享创新资源，协同创新活动，促

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创新发展”为主题，展

示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

产业创新成果，旨在进一步促进长三角科技创

新能力协同发展。

机器人展则展示国内外机器人产业最新

发展成果，为参展企业提供最新技术成果展

示、技术交流、招商合作、现场体验的平台，展

示机器人产业在汽车、3C、家电等智能制造领

域及家居医疗行业的广阔运用前景，向公众普

及机器人科技知识。三个专题论坛包括科普

产业发展论坛、青少年科学教育发展论坛、机

器人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论坛。六项专项活

动内容包括院士、专家报告会，科普创新产品、

科技场馆建设信息发布会，机器人暨智能制造

供需对接会，海峡两岸中小学生仿生机器人竞

赛，优秀科普产品奖暨机器人展科技创新奖评

选及颁奖。

据了解，科博会从 2004 年第一届开始，已

成功举办了八届，累计有2600多家国内外厂商

参展，展示的科普产品近4万件；交易额达39亿

多元；观众达160多万人次。科博会作为国家级

科普产品展会，从创办培育到继承创新，已经成

为科技展会的一张“名片”，为推动科技创新与

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创新

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提供了有力支撑。

去芜湖看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第九届中国（芜湖）科博会下月举办

4月9日上午，位于合肥市大杨产业园内12家已搬迁企

业曾租用的厂房开始拆除，为大杨产业园转型升级企业搬迁

敲响“第一锤”。该园区第一批已搬迁企业厂房拆除共占地

92亩。此举标志着合肥综合性国家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产业转化功能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未来，庐阳区将

用琢玉之功把大杨产业园打造成庐阳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的经典之作。 □ 余挺生 葛传红 记者 祝亮

百余家小企业“盘踞”造成资源浪费
合肥市庐阳区北部东至四里河路，南至北二环，西至合

淮路，北至大杨镇政府这一片区域，因其位于董铺水库和大房

郢水库之间，南邻合肥市最高品质的城市森林公园——庐州公

园以及规划中的合肥金融城项目，距离建设中的合肥综合性国

家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约8公里，距离合肥市中心约

9公里，被合肥人认为是未经打磨的“璞金”，充满发展潜力的

“黄金地带”。而位于这个“黄金地带”之中的大杨产业园无疑

将是镶在“金”中的一颗“美玉”。

据悉，大杨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1050亩，现建成厂房约

44万平方米，园区企业多为传统加工制造业，小而分散，其中

租赁企业就有120余家。由于产业层次不高，产业链条短，近

年来，园区企业用电效率普遍较低，大部分企业达不到用电

功率因数，电力运行负荷波动较大，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只

租不用或转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由于都是小规模的传统

加工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也给当地的安全、环保等

工作也带来极大压力。

清出大“水缸”间的一片“净土”
“我们现在拆除的厂房，是原来一家胶粘厂租用的，由于

其规模较小，企业管理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曾是我们安监、环

保工作人员重点监管的对象。”在拆除现场，庐阳区大杨产业

园转型升级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家胶粘厂租用了5700

多平方米，搬离前只用了 1000 多平方米，是典型的低效用

地。此次搬离的12家企业与这家胶粘厂的情况基本相同。

据庐阳区大杨产业园转型升级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此次

以低效用地清理作为“开篇”的大杨产业园转型升级工作，不

仅要为园区带来新生，更是要在合肥市两大“水缸”之间清出

一片绿色环保的“净土”。

目前，大杨产业园已有34家企业签订书面搬迁协议。该

园区还积极与六安市、长丰县等地对接，进一步做好产业转

移工作，力促相关企业尽快搬离。

合肥西北角布局高技术产业
“玉不琢不成器。”在庐阳区大杨镇负责人心中，已对大杨

产业园转型升级方向有了清晰的定位。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下

一步，将充分利用大杨产业园优越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展高技

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以产城融合为主要方向，把园区打造

成承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产业转

化的示范区。

未来，随着传统低效企业的不断迁出，大房郢公园、八公

山游园等公园游园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大杨产业园转型升

级工作的深入开展，北部东至四里河路，南至北二环，西至合

淮路，北至大杨镇政府这一片区域，产业结构将越来越优，生

态环境将越来越美，配套设施将越来越齐全，使得合肥人的

用水更加放心。它必将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优越地理位置，

迎来辉煌的黄金发展机遇期。庐阳区大杨镇负责人还表示，

这片区域将与城共生，成为产城一体融合发展典型示范区；

与水共生，成为环境最佳的生态发展区；与研共生，成为大科

学装置项目转化承接示范区。

庐阳区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园区升级战略，并

提出要深度拓展高科技产业和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我们看

到，在庐阳东北部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要方向的庐阳经开

区，正开展低效用地清理工作，大力引进高技术企业，产城融

合一体化发展正稳步推进；在庐阳西北部的三十岗乡，合肥

综合性国家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建设有条不紊地

进行；加上正在转型升级中的大杨产业园，从地理布局上恰

似一只展翅的“大鹏”，必将把庐阳区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引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大水缸”清净土
合肥西北角多企业搬离

智能制造，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开始
2019先进智能制造高峰论坛在肥举办
“2019先进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于2019年4月9日

—10日在安徽合肥举办。本次论坛分为三个主题：智能

制造前沿技术展望、智能制造研究与应用、以及智能制

造与军民融合、人力资源发展。十多位来自智能制造研

究、教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一线知名专家学者及

产业界专家代表做了精彩的报告。 □ 记者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