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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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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保

安镇，坐落在山坡之上的

百米风车缓缓转动。这里

位于桐柏山脉和伏牛山脉

交界处，风力资源相对丰

富，吸引了不少风电项目

落户。

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官庄风电场

吸纳了 10 多个村集体合作社入股，3 年分红

300 多万元，村集体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发展

乡村产业等，办了不少事。”保安镇镇长陈菡

菡说。

202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以下简称“驭风行动”），促进农村地区风电

就地就近开发利用。不少风电项目走进乡

村，探索村企合作建设模式，为推动农村能源

革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调整农村能源结构，
“ 驭 风 行 动 ”带 来 多 重
效益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利用农村零散闲置非耕地建设

“驭风行动”项目，有助于实现“电从身边来”，

如果与分布式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多能互补、

深度融合，就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新模式，调整农村能源结构。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驭风行动”

还能助力农民增收。据测算，1 台 5 兆瓦风机

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 5 万至 10 万元的收益。

在叶县保安镇东官庄村，风电分红的部分资

金用于推动绢花产业发展，带动 200 余人务

工。“风电分红修了路、安了路灯，还让俺有活

干 ，每 月 能 拿 2000 多 元 工 资 。”村 民 孙 秋

英说。

此外，“驭风行动”还能促进风电产业发

展。如果每年选择具备条件的 1000 个村进

行试点开发，按每村装机 2 万千瓦测算，一年

可新增风电装机 2000 万千瓦，将为风电产业

发展打开新空间，也能更好发挥促投资、稳增

长作用。

“我国风电技术和产业链成熟，多年来建

设陆上集中式和大基地项目，积累了大量经

验，足以支撑乡村风电的规模化、差异化开

发。”远景高级副总裁田庆军认为，再加上电

力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为乡村风电参与市场

化交易打下良好基础，“驭风行动”正当其时。

开拓思路创新机制，
激发各方参与积极性

不同于大规模集中式风电开发，“驭风行

动”单个项目规模小、布局分散，运输、基建等

成本难以摊薄。如何既提高企业投资积极

性，又保障农民利益，需要开拓思路、创新机

制、破解难点堵点。

比如，优化项目审批，完善要素保障。

“过去，分散式风电核准手续比较复杂。

即使安装一两台，也与集中式风电审批手续

差不多，导致开发门槛高。”田庆军说。目前，

分散式风电装机占比仅为 3% 左右。为此，相

关部门提出，鼓励各地对“驭风行动”风电项

目探索试行备案制，结合实际提供“一站式”

服务。对不占压耕地、不改变地表形态、不改

变 土 地 用 途 的 用 地 ，探 索 以 租 赁 等 方 式 获

得。目前，山西、陕西等省份已经探索实行备

案制或将核准权限下放至市县层级。

又如，保障并网消纳。

我国农村地区处于网架末端，电网现有

接入条件相对较差，用电负荷普遍较小。因

地制宜选择接网方式、保障并网消纳，是保障

“驭风行动”风电项目收益的重要前提。

“要让风电项目真正用于农村当地，确定

项目开发规模时要充分考虑当地负荷情况，

鼓励采用自发自用或余电上网的模式就近就

地消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还可结合当地经济

发展，对绿电需求旺盛的用户，探索采取直供

电方式，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分布式微电网

等新模式。

在村企合作过程中，一些村集体对于后

续的技术运维、运营管理等存在顾虑。明阳

智能相关负责人认为，开发企业要拿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规划设计阶段做好选址、

选型等，尽可能降低成本，并且向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转型。

确定合作方式、技术
路径，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农村的风能资源、零散空闲土地资源、资

源环境及电网承载力等各不相同，如何实施

“驭风行动”？“一方面‘宜建

则建’，条件成熟一个实施

一个 ；另一方面精准施策，

灵活选择收益分享方式、并

网方式、用地方式和风电机

组 技 术 。”中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学 会 风 能 专 业 委 员 会 秘 书

长秦海岩认为。

在 合 作 方 式 上 ，“ 驭 风

行动”支持各类投资主体与

相关村集体按“村企合作”模式，建立产权清

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共同参

与风电项目开发建设运营。

有的村集体经济能力不强怎么办？国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有关负责人

说，可以创新收益分配机制，鼓励依法通过土

地使用权入股、设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探索

形成乡村能源合作新模式。同时，也要避免

出现干股模式或要求投资开发企业承担村集

体各类不合理费用等情况。

技术路径的选择也要因地制宜。土地紧

张的情况下，可采用类似巴黎埃菲尔铁塔的

预应力构架式风塔技术：风电塔架 4 个塔角

占地面积不超过 6 平方米，遇到山地等不平

整地面还可设计高低腿。靠近居民区时，为

减少噪声，可加装降噪装置。“行业正积极研

发技术，通过优化叶片的几何形状、材料选择

及结构设计等，尽可能提升发电性能、降低噪

声干扰。”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总监李成良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推动实施“驭风行动”，下一

步 重 点 要 加 强 省 级 统 筹 ，合 理 统 筹 项 目 布

局 、开 发 规 模 和 建 设 时 序 ；加 强 村 务 监 督 ，

将 村 集 体 共 享 收 益 按 规 定 纳 入 村 务 公 开 ；

加强协同协调，解决项目用地、电网等要素

保 障 问 题 ，提 高 电 网 接 入 能 力 ；对 项 目 立

项、合同签订、项目施工、质量把控、环境影

响 、收 益 分 配 等 进 行 全 过 程 全 周 期 监 督

管理。

促进农村地区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丁怡婷   张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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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下蹲、从托盘上稳稳夹起 6 公斤的物料箱

平举至胸前，倒退、转身、小步走向左后侧的无人物

流车拖车旁，精准对位，低头、屈膝、弯腰，将物料箱

放在拖车上，然后转身回到托盘前，继续搬运……

走进比亚迪长沙星沙园区物流仓库，两台身高

172 厘米的优必选工业版人形机器人 Walker S1 正

在交替进行模拟搬运作业。“从最初一台人形机器

人跑通所有搬运场景，到实现与无人物流车协同作

业，再到两台机器人协作搬运，自 2024 年 10 月下旬

进厂实训以来，搬运效率提升了一倍。”优必选科技

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焦继超说。

这并不是优必选人形机器人第一次走进汽车

工厂。此前，在极氪 5G 智慧工厂第 40 万台汽车下

线现场，作为实训“质检员”的 Walker S1 成功完成

了车标及车灯毫米级精准质检等工作。岁末年初，

Walker S1 还在另外 3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训。

“2022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仅有 3 款人形机器

人参展，2023 年增至 10 款，2024 年已达 27 款。截

至去年 11 月 18 日，人形机器人领域共发生了 49 起

融资，最大单笔近 10 亿元，总融资超 80 亿元。我国

人形机器人整机公司从 2024 年初的 31 家增至 80
家，全球超过 200 家。”谈起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热

度，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江磊如数家珍。

与人形机器人同样火热的还有具身智能。近

期，不少从事自动驾驶研发的技术专家投身具身智

能领域，具身智能投资和创业热度再攀新高。那

么，什么是具身智能？它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具身智能的终极形态就是人形机器人吗？

“具身智能的英文是 Embodied Intelligence，通

俗地说，是指将人工智能融入机器人等物理实体，

赋予它们像人一样感知、学习和与环境动态交互的

能 力 。”焦 继 超 说 ，这 一 最 早 在 1950 年 提 出 的 概

念，着重强调的是智能体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

产生智能行为。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具

身智能是能够使人工智能脱离数字世界与物理世

界发生交互的唯一方式，将对现实世界产生深远

影响。

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物理形态之一。中

国工程院院士孙凝晖表示，具身智能指有身体并支

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

车等，通过多模态大模型处理多种传感数据输入，

由大模型生成运动指令对智能体进行驱动，替代传

统基于规则或者数学公式的运动驱动方式，实现虚

拟和现实的深度融合。

江磊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本田阿西莫路径，强调机器人只是一个硬件

平台，更加侧重机器人的机械工程和运动能力，不

过该路径已于 2018 年停止研发；另一种是特斯拉

路径，主张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与具身智能相结

合，强调智算中心、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平台等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支持，“新一代人形机器人

应该是机器人+具身智能+AI 基础设施的联合体。”

按照特斯拉的计划，今年，人形机器人“擎天

柱 ”将实现小批量生产 ，2026 年将实现大规模量

产。而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也将 2025 年视

作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2024 年 12 月 26 日，

乐聚机器人首条产线正式启动 ，预计可年产 200
台人形机器人。优必选也计划加大 Walker 系列人

形机器人的交付量。“哪家企业能先量产，先进入

各个工业场景，就可能在竞争中胜出。”乐聚机器

人董事长冷晓琨说，目前乐聚人形机器人“夸父”

已经开始探索在工业场景的应用，最终目标是走

向家庭服务。

 

具身智能，让人形机器人更聪慧
本报记者   王   政

■图说新质生产力R
    
    我国经济拥有着强大
的韧性、充沛的活力、广阔
的空间，为从事实体经济
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时代
机遇。辛勤耕耘、努力奋
斗，一定会持续赢得可观
的回报和收获

    岁月流转，时序更替，回

想 2024 年的采访经历，几位在

实体经济一线挺膺担当的奋

斗者着实令人难忘。

一 位 是 鞍 钢 集 团 的 一 线

技工李鹏。他 1997 年技校毕

业后进入鞍钢，在生产一线一

干就是 20 多年。这些年，钢铁

企业纷纷开展数字化改造，生

产线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

来越高，用工也相应减少，李

鹏 却 一 直 是 团 队 中 的 业 务骨

干，操控、维修样样在行。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一直以来的

勤奋好学：“少些应酬、少玩手

机，省出的时间，自考计算机专

科、自考法学本科，技多不压身

嘛。”对职业前途，他认识清醒：

“进了工厂、有了岗位不等于就

高 枕 无 忧 了 。 技 术 在 不 断 进

步，一线工人也要与时俱进、加

强学习，这是理所应当的。”

一 位 是 深 中 通 道 的 工 程

师张平。2019 年，笔者探访云

南 金 安 金 沙 江 大 桥 时 曾 采 访

过他。当时，张平正带领中交

二 航 局 的 团 队 在 云 南 的 高 山

峡谷中昼夜奋战，建索塔 、铺

猫道、架主缆、铺路面，最终成

功 建 成 全 球 山 区 峡 谷 最 大 跨

径 的 悬 索 桥 。 2020 年 底 项 目

结束后，他马不停蹄从云贵高

原转战浙江，2022 年 1 月又来

到南海之滨，投身深中通道建

设。 2024 年 6 月，深中通道顺

利通车，张平的履历上又增添

了 一 座 世 界 级 桥 梁 。 笔 者 为

张平点赞，他却很谦虚：“四海

为 家 ，坚 守 奉 献 ，是 我 们 建 筑

人的责任所在、本分所在。”

还有一位，是身处新兴产

业 —— 低 空 经 济 领 域 的 企 业

家 石 红 。 他 是 零 重 力 飞 机 工

业（合 肥）有 限 公 司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 这 家 公 司 成 立 仅 3 年

多，专注于研制新能源载人航空器。参观同行企业，拜访合

作伙伴，参加珠海航展、国外展会，石红常在朋友圈分享公

司成长的点滴，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忙碌。在石红看来，低空

交通赛道足够宽，但成果不会“唾手可得”，“只有持续付出，

踏踏实实地研发生产，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才有机会

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坚持充电学习的李鹏、工作热忱认真的张平、自信而又

投入的石红，身处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但却有个共同点，那

就是深信“努力才有回报”。

今天的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无论是把握机遇、乘势

而上，还是应对挑战、攻坚克难，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发

挥主观能动性，为了梦想而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只有付出

了、奋斗了，才能收获成功的果实、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付出、奋斗，是因为我们深知努力才有回报，也坚信努

力终将有回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 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

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

国力持续增强，为每个个体创造了更大发展空间、更多成长

机会。

就拿张平所在的交通基建领域来说，放眼全世界，没有

地方像今天的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地形地貌、繁多的

建设任务，为建设者提供了挥洒汗水、施展才华的巨大舞

台。还有李鹏所在的钢铁行业，近几年，钢材需求结构虽有

调整，但体量依然庞大，瞄准需求、优化结构，钢铁企业和产

业工人仍然大有可为。再看石红身处的低空经济领域，蒸

蒸日上、潜力无限，蛋糕会越做越大。

我国经济拥有着强大的韧性、充沛的活力、广阔的空

间，为从事实体经济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时代机遇。辛勤

耕耘、努力奋斗，一定会持续赢得可观的回报和收获。我们

靠实干创造了辉煌过去，也必将能够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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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极氪智慧工厂第 40 万台汽车下线现场，工

业版人形机器人正进行车标精准质检。

徐   杨摄   
图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机器人。

宋家儒摄（影像中国）  
图③：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

观众体验一款灵巧手。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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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中国数联物流信息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

揭牌成立。作为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由国务院

国资委直接管理，为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注册资金 100 亿

元。公司引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者，未来

将以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口岸等领域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

利用为核心，整合物流与信息流、资金流，构建国家级物流大

数据平台，以数字技术提升产业运营效率、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 （王云杉）  

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成立

本报电   记者从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获悉：有色金属行业

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坤安”近日发布。该模型由中铝集团研

发，包含百亿级有色金属行业数据和专业知识，具备自然语言

处理、图像处理、预测等多项专业能力，覆盖了有色金属地质

勘探、矿产开采、冶炼加工、再生利用等全场景业务流程，将进

一步赋能有色金属行业转型升级。 （刘温馨）  

有色金属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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