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全球掀起了量子技术研
发与应用热潮， 各发达国家和科技巨头竞相争夺 “量
子霸主”地位。 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
持和中科大潘建伟等科学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经过
20 多年发展 ，在这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和部分
领跑的历史性转变 ，成功实现 “弯道超车 ”，走在了世
界前列 。 中科大 “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量子保
密通信 “京沪干线” 等代表了当今量子信息技术领域
世界最领先的成果。

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成
立， 是国内第一家以量子计算机的研制、 开发和应用
为主营业务的初创型公司。 2018 年 12 月 6 日，本源量
子向世界推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款国产量子控制
系统———本源量子测控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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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作为后起之秀 ， 与广
东在新兴制造业合作上是否会
碰撞出火花 ？ 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经济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林
江认为 ， 安徽和广东如果能在
高新产业上进行融合 、 互相分
工 ， 对于国家大发展将大有裨
益。

林江认为 ， 从全国一局棋
的角度来说 ， 区域竞争仍然存
在，但合作一定会多于竞争。 比
如 ， 安徽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
和 广 东 所 在 的 泛 珠 三 角 科 技
区 ，在产业布局上有重复之处 ，
合作才是共赢的最好方式。

“安徽的产业布局 ，特别是
在芯片产业方面 ， 和广东有点
相似 ， 但也会分处一条产业链
的不同环节 。 ”林江表示 ，企业
作为产业链的不同端 ， 互相之
间的合作将让地方政府更为开
放 ， 出台更多有利产业发展的
扶持政策 ， 对于从业者和企业
而言都将是好事情。 （唐珩）

● “十二五 ”以来 ，合肥战
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
由 23% 提 高 到 53.5% 。
2013-2018 年 ，合肥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0.6%，
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贡
献 率 由 42.4% 提 高 到
76.9%，推动规模以上工业
增 加 值 实 现 年 均 增 长
11.4%， 增速始终保持全国
省会城市前列。

● 目前 ，安徽正积极发展
24 个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培
育形成电子信息 、智能家电 、新
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 、人工智
能五大新兴产业 ， 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数达 5400 多家。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陈泽云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何奔

今年国庆庆祝活动上，群众方阵里的“美好安徽”彩车
引人注目。 LED 屏宛如彩带环绕车身，挥舞着国旗的智能
语音机器人则采用了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技术， 在全国
人民面前展示了安徽的新兴龙头产业。 这是安徽构建
“芯屏器合”新兴产业体系的缩影。

实体经济是发展的本钱，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
基。 近年来，安徽大力协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不
断推进“制造”向“智造”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生产力整体跃升。

2016 年 8 月 16 日，全球首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
升空，在轨运行四个月后，这颗卫
星正式交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使
用。 三年多时间里，通过科研人员
的努力，在墨子号的助力下，中国
在量子通信领域已经跻身于国际
一流。

安徽合肥作为科教基地城市，
拥有中科院多个研究所和中国科
大等高端科教资源，为量子技术的
发展及产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技术基础、人才支持。 安徽发力量
子技术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重要举措。

“芯屏器合”是安徽着重打造的
现代制造业体系。所谓“芯”，指芯片

产业， 合肥集聚了包括长鑫存储在
内的 186 家集成电路企业； 所谓

“屏”，指新型显示产业，合肥是集 6
代线、8.5 代线、10.5 代线于一身的
世界最大平板显示基地， 安徽在新
型显示产业已经实现了“从沙子到
整机”全产业链布局；所谓“器”，指
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现在，
安徽的六轴机器人产量居全国第 1
位；所谓“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
融合，例如，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
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

目前， 安徽合肥已经形成了以
三大开发区为核心集聚区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布局，集聚效应已经显现，
涌现出一批核心竞争力强、 规模大
的龙头企业。 合肥高新区形成了以

科大讯飞、科大国盾、联发科技、安
科生物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 智能
语音及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生物
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为主的新兴
产业集群；合肥经开区形成了以联
宝电子、长鑫存储、捷敏电子等为
代表的智能终端、工程机械、集成
电路产业等为主的新兴产业集群；
合肥新站区形成了京东方、 维信
诺、 国轩高科等为代表的新型显
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等
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哪里薄弱，就从哪里攻关。 近
年来， 安徽围绕动态存储芯片、智
能语音、超薄玻璃、工业机器人伺
服器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
科技创新“攻尖”计划所形成的产
业体系。 目前，科技创新“攻尖”计
划第一批 36 个项目， 累计完成投
资 50 亿元， 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
果。

合肥市聚焦破解我国“缺屏少
芯”问题，分别谋划布局新型显示、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建设
一批有牵引力、 带动力的大项目，

抢占市场先机，为合肥跨越赶超提
供了有力支撑。“十二五”以来，合
肥已经成为新兴制造业最集中的
城市，其中，以新型显示、集成电
路、智能语音产业为核心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总量最大、增速
最快。

在集成电路领域， 合肥虽然
起步较晚，却实现了“弯道超车”，
启动建设并顺利投产 12 英寸存
储器项目， 自主研发出首颗国产
19 纳米工艺 DRAM 芯片，打破境
外对我国存储芯片领域的控制和

封锁， 成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

在人工智能及智能语音领
域，合肥采取了平台化、生态
化发展的策略，打造“中国声
谷”产业平台，形成集核心
技术研发、基础平台、物联
网、智能客服、穿戴式设
备等完整产业链，基地从
业人员超 6 万人，成为
全国唯一定位于智能
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
的国家级产业基地。

“芯屏器合”，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

开展“攻尖”计划，培育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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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科大讯飞在中国第一个把深度学
习用到了商业化系统， 在全球首次宣告手机的
语音听写时代到来；今年上半年，科大讯飞首次
让机器的阅读理解水平超过了人类平均水平 ，
首次让机器翻译通过了国家翻译资格考试。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介
绍 ， 根据科大讯飞的预测 ，在
5G 助推下 ，万物互联时代会加
速到来。 在万物互联时代中，语
音将成为人际交互的最主要方
式，键盘和触摸会成为辅助。 在
未来人机交互 ， 语音为主导的
时代 ， 科大讯飞将成为语音入
口的最大的提供商。

从语音切入，AI 让机器会听能说 量子技术弯道超车 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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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加快集聚
安徽推动制造转向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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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华人大半来自广东
据贺喜介绍， 拉美地区是

广东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目
的地和新兴销售市场， 同时也
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
材料和生活用品的来源地。“巴
西的大豆、铁矿石，智利的铜，
委内瑞拉的石油， 秘鲁和玻利
维亚的矿产， 都有相当一部分
出口到了广东。 来自厄瓜多尔
的香蕉、智利的车厘子、阿根廷
和智利的红酒、墨西哥的啤酒、
牛油果等， 都逐渐进入广东的
千家万户。 ” 贺喜说：“拉美地
区的华侨华人， 一大半出自广

东；粤菜、粤语、粤剧、粤文化在
当地的华人社区很有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和拉美在历史 、
文化、 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和拉美
的联系更加密切。 当前，有十几
个拉美国家在广州开设了领事
馆；广东和拉美地区的友好省州
数量不断增加； 中拉贸易总额
中，广东和拉美地区的贸易额独
占六分之一； 以华为、 中兴、格
力、美的为代表的广东企业在拉
美开枝散叶，蓬勃发展。

暨南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喜：

大湾区为华侨华人
提供回乡创业良好环境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19 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华工出洋拉开了序幕。相当一部
分华人跨越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到达秘鲁、巴拿马、古巴和
墨西哥等地，随后逐渐扩展到整个拉美地区。 当前，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侨华人及华裔移民约 400 万， 是海外
华侨华人的传统聚集区之一。

首届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也迎来了多位来自拉
丁美洲的客人。

暨南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喜副教授在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拉丁美
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粤港澳大湾区出发，延伸至“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中拉关
系将实现质的飞跃。

华侨华人将成为大湾区建设好帮手
贺喜在采访中提到，“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共有 19
个拉美国家和中国签署了合作
文件（或谅解备忘录）。他说：“与
中国签署合作文件（或谅解备忘
录 ）的国家，涵盖了拉美地区的
绝大多数人口、 土地和经济区
域。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
中拉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 ”

“华侨华人可以成为连接
拉美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
和枢纽。 ”在贺喜看来，粤港澳
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为华侨华
人回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粤港澳大湾区的众多知名
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也很有必
要借助于华侨华人的力量。 侨
胞在当地生活多年，有着强大
的人脉关系，熟悉当地经济社
会情况 ，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些
信息咨询和支持帮扶。 粤港澳
大湾区和华侨华人完全可以
合作共赢。

贺喜表示，华侨华人可以做
中拉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做
中国企业投资拉美的引导和智
囊， 做中拉人文交流的纽带，不
断把中拉关系推向新高度。

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

愿促进拉丁美洲国家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前后六次返乡寻找家族的“根”
阿戈是土生土长的厄瓜多

尔人， 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广
东人。 遗憾的是，在阿戈 4 岁时
父亲就去世了， 他是从家人的
讲述中得知父亲姓陈 ， 来自广
东中山，在上世纪 20 年代来到
厄瓜多尔谋生。 自此，父亲和家
乡 ， 就成了阿戈遥远且模糊的
记忆。

但血脉总是割不断的。 因为
这一半中国血统， 阿戈一直致力

于推动厄中两国民间友谊和商贸
交流。2005 年 10 月，怀着对血脉
根源的好奇， 他首次来粤寻根。
在省侨办和中山市外侨局的大力
协助下， 他到访故乡中山南朗镇
茶东村，见到了家乡的亲人，到访
了祖屋和有几百年历史的陈氏宗
祠， 了解到了以前从未知晓的父
亲中文名字。

2006 年 4 月他又重返祖籍
乡，通过村里保存的陈氏族谱，了

解到了自己父亲、祖父、曾祖父等
先辈的名字， 还认识了两位同一
支系的堂兄堂弟， 找到了家族的
“根”。

今年 11 月，阿戈第 6 次回到
自己的祖籍乡。 这一次，还带来
了自己的孙子一同回乡。他告诉
记者：“我衷心地希望，无论是通
过官方还是民间的渠道，要为海
外侨胞、尤其华裔新生代，搭建
起回乡交流的平台，让他们把对
血脉根源的好奇变成乡愁，变成
眷恋，不让时空距离阻隔乡情的
延续。 ”

从“广交会”到设立驻广州总领事馆
因为父亲来自广东， 阿戈对

广东的感情特别深厚。“厄瓜多
尔与中国建交很早， 但是以前联
系不多。 2005 年，我组织了一个
50 多人的商业采购团，来参加广
州的‘广交会’，这也逐步拓展了
我们和中国的往来。 ”这些年来，
阿戈看到了广东高速的发展，包
括他熟悉的广交会会场， 也由流
花迁到了琶洲，“琶洲的现代化
建设让我惊叹。 ”

2007-2010 年， 阿戈任厄瓜
多尔驻华大使。 这令他更加积极
地推动厄瓜多尔与中国、 与广东
在经济、 文化、 社会等多领域的
友好交往与合作，“2010 年厄瓜
多尔在广州设立了总领事馆，这
令我们往来广东成了更加方便的
事， 也令广东人前往厄瓜多尔容
易了很多， 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
变化。 这也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往
来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了。 ”

“厄瓜多尔和中国，被世界上
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分隔在了
地球的两端， 但是它们之间的联
系从未隔断。 ”阿戈感性地说，在
16 世纪中期，满载着丝绸、瓷器、
香料等东方商品的中国船只就越
过太平洋，驶向美洲；在回程的时
候，人们又将玉米、土豆、辣椒等
拉丁美洲的农产品运回中国，开
创了海上航线。“现在，中国提出
了‘一带一路’倡议，重新建设起
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打破了海
洋对我们的阻隔， 使我们在地球
最宽广的海洋两端取得了联系。 ”

“一带一路”架起跨越大洋的桥梁
在阿戈看来， 中国发展的经

验让拉丁美洲国家获益良多，
“我们看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令
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善，
人们可以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
体系进行全面的贸易。 我们拉丁
美洲国家也必须着手解决基础
设施的问题。 我很高兴地看到，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在积极融
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

在这一过程中， 阿戈认为，

中国可以参与到许多项目中去，
包括水力发电、采矿、可再生能
源、铁路和公路等众多基础建设
中，“中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极
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 最难能可
贵的是，在具有成本和价格的优
势下，中国没有通过一些经济手
段来伤害小国和弱国。 中国不只
考虑到了自己的人民，同时也为
兄弟国家谋福利。 体现了携手发
展、共同发展的大国风采。 ”

阿戈很喜欢中国的戏剧，因为
可以用眼睛、用耳朵去深切地感受
到其中的美。“中国的文化丰富多
彩，每一次来，都能看到新的东西，
包括岭南的音乐， 这些我都还不
懂，还要更多地看，更多地了解。 ”

从自身的经历出发， 阿戈认
为，语言和文化背景是中厄往来
最大的障碍。 因此他建议，为了
促进拉丁美洲国家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可以开展“学习网络”
计划，让持不同语言的国家联合
起来，“除了创建文化学校，还可
以在校内教授汉语。 ”

厄瓜多尔前驻华大使华盛顿·阿戈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有着一半中国血
统的厄瓜多尔前驻华
大使华盛顿·阿戈：

还有 1 个月， 厄瓜多尔前驻华大使华盛顿·阿戈就要迎
来自己 70 岁的整寿了。

这位年近古稀的厄瓜多尔前政要，身体中流淌着来自广
东的血液；这份血脉之情，令他近 20 年来不断奔走于厄瓜
多尔与中国之间，并先后 6 次来到广东，不断推动两国在经
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2006 年、2010 年、2014 年， 阿戈连续三届被聘为广东
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首届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又邀
请他作为海外嘉宾代表出席大会。 阿戈告诉记者，“一带一
路”建设必将加强中厄两国在经济、商业、政治和文化的关
系， 也将加快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建设，“我是厄瓜多尔人，
也流淌着一半广东人的血液。我比其他人更加期待看到这一
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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