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在機器人領域取得了哪些新的突破？作為國家戰略科

技力量，未來還應該在哪些方面發力？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

會議第一場「委員通道」集體採訪活動4日在人民大會堂中

央大廳北側舉行。全國政協委員、多模態AI系統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喬

紅介紹，中國機器人技術飛躍式發展，和國際先進水平的距離顯著減少，近3年中

國工業機器人裝載量達到全球二分之一以上，人形機器人技術迅猛發展。中國還構

建了人形機器人「大工廠」這一核心技術底座，能夠快速形成低成本和相對高性能

的機器人系統，服務國家的工業和農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郭瀚林 兩會報道

繡出民族錦繡 講好文化故事

「人形機器人的形狀像人，自由度非常
多，可以直接使用我們的工具，很可

能在不久的將來影響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
式。」喬紅介紹，人形機器人不僅是人工智能
的重要表現形式和重要載體，也是通用實體人
工智能系統的典型代表。喬紅所在的中國科學
院自動化研究所自主研發了Q系列人形機器
人，構建人形機器人「大工廠」這一核心技術
底座，核心技術底座通過智能算法對硬件系統
不足的補償，通過類腦智能、神經科學、人工
智能技術的充分融合，形成了核心的壁壘。

「大工廠」會不斷優化機器人
據了解，2024年2月，由喬紅帶領的中國科

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人形機器人攻關團隊宣布自
主研製出了人形機器人設計組裝「大工廠」。
它能根據需求，快速、定製化地自動完成硬件
AI設計方案和軟件算法選擇，並在高精度環境
中快速驗證，大幅縮短研發周期。這就像是一
個裝滿了機器人製造知識及原理的大模型，只
需要告訴大模型，你希望得到一個怎樣的人形
機器人，它便會根據你的需求和使用場景，生
成出最佳的設計製造方案。同時在接收海量反
饋數據支撐下，「大工廠」會不斷優化機器
人。

下一步考慮機器人系統安全性
談及機器人技術的下一步發展方向，喬紅表
示，未來機器人系統將面臨國家更大更重要的
舞台，不僅需要考慮機器人系統的批量性，更

重要的是要考慮機器人系統的可靠性、穩定
性、通用性、智能性、安全性，這不僅是市場
的需求，也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共同
夢想和挑戰。如何把人工智能的通用性泛化
性，把自動化的穩定性可靠性，把機器人的系
統性和類腦智能材料等前沿技術充分融合，成
為這個領域的科技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共同夢想
和挑戰。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作為國家戰略科技

力量的一部分，將繼續基於我們的前沿技術積
累和人才聚集優勢，為國家夯實核心技術底
座，為加速中國建成科技強國奮鬥。」喬紅表
示，將繼續服務社會、服務企業，讓先進的技
術如同蒲公英的種子播撒到祖國千行百業，與
企業家一起形成新質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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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聚焦聚焦兩兩會會

彝族刺繡，是流淌在我們彝族人民血液裏的藝術，
承載着千年的歷史與文化。
這些年，我帶着彝繡一步步走出家鄉的大山，走
向更廣闊的世界舞台。還記得第一次把彝繡帶到巴
黎時裝周，當模特們穿着繡滿精美彝繡圖案的服飾
走上T台，台下響起的陣陣驚嘆和掌聲，那一刻，
我內心的驕傲簡直要溢出來。曾經，這只是我們彝
族姑娘們在自家小院裏的手藝，如今卻能在世界時
尚中心綻放光彩。每一針每一線，都像是在訴說着
我們民族的故事，向全世界展示着彝族文化的獨特
魅力。後來，我們又把彝繡帶到了首都北京，楚雄
還成功舉辦了第二屆楚雄時裝周。在那些聚光燈下，
看着人們被彝繡深深吸引，我更加堅信，民族的就
是世界的，我們彝族的瑰寶值得被所有人看見。

帶動身邊姐妹們一起創業致富

把彝繡推向世界的過程中，我也收穫了另一份巨
大的喜悅，那就是帶動身邊的姐妹們一起創業致富。
曾經，很多彝家姐妹為了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去
遠方的城市打工。但現在不一樣了，隨着彝繡產業
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姐妹回到了家鄉。一傳十、十傳
百，越來越多心靈手巧的彝家阿妹加入到刺繡行業中
來。2024年，我創辦的公司年產值超過1,500萬元（人
民幣，下同），當地繡娘人均月收入從564.6元增加
到3,140元，固定用工繡娘人均年收入2萬至4萬元不
等。她們在家門口就能就業，既能照顧家庭，又能掙
錢補貼家用，真正實現了顧家、掙錢「兩不誤」。
我還記得有個叫阿依的姑娘，以前家裏特別困難，

丈夫身體不好，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要照顧，日子
過得緊巴巴的。她回到家鄉加入我們的刺繡團隊後，
憑藉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賦，很快就掌握了各種刺繡
技巧。現在，她每個月的收入不僅能滿足家裏的日
常開銷，還能給孩子買新衣服、交學費。每次看到
她臉上洋溢着的笑容，我心裏就特別欣慰。像阿依
這樣的姐妹還有很多，她們在彝繡中找到了自己的
價值，也改變了自己和家庭的命運。

一根繡花針繡出億元大產業
我們楚雄州所有鄉鎮、村的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

（站、所）都成立了彝繡車間和彝繡作坊，全州有
彝繡經營戶500多戶。通過「繡品變商品、繡片變
名片、秀場變市場」，一根繡花針繡出了億元大產

業，還帶動2,000多名殘疾人就
地就近就業。看着這些數據，我
知道，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作為人大代表，我深知自己肩
負的責任重大。未來，我會繼續
努力，把彝族刺繡技藝傳承得更
好，講好彝繡文創產品背後的民
族文化故事。我希望能帶着家鄉
的繡娘們，把楚雄彝繡推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
也會把姐妹們的心聲帶到全國兩會上，關注更多社
會民生領域的問題，為大家爭取更多的福利和支持。
我相信，只要我們齊心協力，一定能繡出更加美好
未來，讓民族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永遠閃耀，讓姐
妹們的生活越過越紅火。

●全國人大代表
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縣魯氏彝繡第八代傳人

金瑞瑞

全國政協委員、華中農業大學校長嚴建兵
●去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首次突破1.4萬億斤，人均糧食佔
有量超過500公斤，高於國際公認的400公斤安全線。解
決國家糧食安全要藏糧於地、要藏糧於技，我們國家的農
業科技創新整體實力步入了世界第一方陣，農業科技創新
的貢獻率也超過了63%，其中離不開農業科技工作者的辛
勤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主任醫師趙宏
●有更多國產的靶向、免疫細胞治療的藥物成功出海，自
主研發的手術機器人、人工心臟等高端的醫療設備也先後
問世，應該說在這一領域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由仿到創、
由弱到強的康莊大道。

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
●人口老齡化並非意味着人口紅利消失，隨着全民教育水
平和健康狀況提升，老年人仍可繼續創造價值，銀髮經濟

需聚焦養老需求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的趨勢，預計到2035
年中國銀髮經濟體量將達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2050
年至少創造1億就業崗位，成為經濟發展新動能。

全國政協委員、
首創環保集團智慧環保事業部總經理黃綿松
●截至去年底，中國生態環保產業的從業人員已經超過340
萬人，營業收入也超過了2萬億元，相比十多年前增長了
近4倍。隨着我們生態治理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生態環
境質量的改善效果異常顯著，生態環保產業蓬勃發展也已
經成為我們現在的重要生產力。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江蘇省委會主委周嵐
●目前為止全國已實施了超過6.6萬個城市更新項目，改
造了25萬個老舊小區，讓1億多人因此直接得益，城市更
新運營要引入耐心資本，推動市場主體由過去講究快周轉
的開發商，轉變為注重居民長期需求挖掘的更新運營商，
和所在社區百姓長期共生、共同成長。

委員通道速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郭瀚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兩
會報道）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

議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伴隨着十
幾輛載着政協委員們的大巴士駛入天安門廣
場，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記者們蜂擁而上，不少
政協委員邊趕路邊回答問題，漸漸落在了團組
大部隊的後頭。就在香港文匯報記者完成了對
少數民族政協委員的採訪，準備排隊安檢進入
人民大會堂時，看到了一位神色焦急的女士，
正在與安檢人員商量着什麼。
「我剛剛一路接受了十幾個採訪，趕到人

民大會堂的時候，門口存放手機的盒子已經
滿了，我的手機能存在安保處麽？」這位女
士是全國政協委員林敏潔，因為會場內不允
許攜帶手機而被安檢攔下。此時，距離下午
三點的開幕會開始還有12分鐘。「那可怎麼
辦，就算現在跑回大巴車上放手機，也來不
及了啊。」
「您好，我是參會記者，如果您信任我的
話，要不先把手機放在我這兒，等會議結束後
我再還給您？」記者上前自我介紹，希望能幫
上忙。「您是哪家媒體的？」「我是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的，這次代表香港文匯報來這裏
採訪。」「這份報紙我看過！」說話間，林敏
潔就將手機遞了過來，然後抽出一張紙，記下
了記者的電話號碼。「那就麻煩你了，謝
謝。」
望着林敏潔匆匆進入會場的身影，記者感受
到了沉甸甸的信任——畢竟，手機對於現代人
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裏面不僅裝着工作信
息，也存放了許多隱私的文件，可她為了趕上
開幕會，卻將手機交給了一位陌生記者。會
後，林敏潔找到記者取回手機，再次道謝後匆
匆前往趕車，議政建言，重任在肩，兩會時間
的每一分鐘都十分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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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瑞

●香港文匯報記者上前向林敏潔（右）自我介紹，
詢問是否需要幫忙。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洪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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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多模態AI系統實驗室主任、
中國科學院院士喬紅（右）接受媒體採訪。

中新社

●3月4日，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集體採訪活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全國政協委員
趙宏、馬建堂、嚴建兵接受採訪。 中新社

沉甸甸的信任 委員手機託本報記者保管
花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郭瀚林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集體採訪
活動4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
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林松添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介紹了
共建「一帶一路」的纍纍碩果。他表示，「一帶一路」成
果惠及150多個國家的人民，不僅創造了顯著的經濟效益，
還促進了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和技術合作，增強了各國間
的理解和友誼，為全球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實現「陸鎖國」到「陸聯國」變化
「共建『一帶一路』帶動了共建國家發展優化投資環

境，建成眾多經濟特區，創造了大量就業，改善民生，
也讓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有了落地的園區、配套的基
礎設施等，促進了中國同共建國家的經貿互利合作、文明
互鑒。」林松添介紹，「一帶一路」多項旗艦工程創造了
舉世矚目的綜合效益。例如，中老鐵路讓老撾實現了「陸
鎖國」到「陸聯國」的變化，促進了老撾經濟社會全面發
展；中歐專列通達歐洲25個國家，220多個城市，已累計
開啟超10萬列，構建了亞歐陸上運輸新通道，構築了中
歐友好和共同發展的戰略平台；拉美秘魯的錢凱港，助力
拉美打開了太平洋門戶，讓南美洲擁有首個綠色智慧的樞
紐港，讓中拉經貿互利合作更有競爭力，促進了共同發展。
林松添談到，自己曾多次到訪埃塞俄比亞，深切感受

到，如今的埃塞俄比亞已經今非昔比，首都高樓林立，
現代化的機場和道路讓人耳目一新。亞吉鐵路讓1億多
埃塞俄比亞人有了港口，助力埃塞俄比亞走上了減貧發
展快車道。「實踐證明，共建『一帶一路』利國利民，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讓中
國人逐夢世界之旅更通達，讓世界更多人民共享發展的
機遇和繁榮。」林松添說。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林松添
（左）接受媒體採訪。 中新社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林松添：

「一帶一路」旗艦工程創舉世矚目綜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