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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为科技创新注入“源头活水”

只 有 构 建 有 利 于 青 年 人 才 成 长 的 环

境，科技创新才具有“源头活水”，产业发展

才有不竭动力。

2017年，讯飞大学成立，为员工建立管理

技能和专业能力“双通道”发展体系。在科大讯

飞，尊重年轻人才、重视培养后备干部蔚然成

风。人力资源部门规定：30岁及以下基层后备

干部比例不得低于公司人数 40%。35岁及以

下中层后备干部不得低于40%⋯⋯

刘庆峰一直强调，要以企业为主体，建

立产学研用互动的创新体系，为此科大讯

飞独资创办了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该校借

助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和产业优

势，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深入企业调研确立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研发 AI 实验平台、数

据标注平台、深度学习平台等，培养学生职

业素养和工程能力。

2018年 6月，该校成立安徽首个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学院，探索以能力为导向的实

践教学体系。执行院长周鸣争介绍说，“我

们开设计算机视觉方向和机器人智能系统

方向的专业，强化企业所需的应用开发知

识，要求学生毕业设计尽量来源于企业真

实项目。各专业实践学分占比超 30%。”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人

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夏娜同样深感“产教融

合”的重要性。据他介绍，2020 年，华为“智

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落户该校，

将华为的鲲鹏、昇腾处理器、华为云的技术

内容融入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人才培养最后的‘升华阶段’针对大四

学生和研究生，引导他们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指导其开展高水平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究和

实践，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夏娜说。

不仅在省会合肥，即使在皖北县城，

作为安徽省现代医药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的

太和经开区，也在通过“校政联姻”的模

式，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 6个科研实验

平台，破解人才培养问题。目前，企业纷

纷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其中 2
家设立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3家设立省级

博士后工作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实习生 汪 傲

在一群男程序员中，扎着马尾辫的张

嵩昊显得有些“特殊”。近日，当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走进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量子云部办公室时，26 岁的她正熟练地敲

击着键盘，旁人眼中复杂晦涩的代码在她

桌前的屏幕里汇聚成一串串程序。

“我主要负责量子计算机和外界用户

的沟通连接，提供云端服务。每天和电脑、

代码打交道，提出技术方案。”张嵩昊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经过 3 年多的锻炼，张嵩昊现在是公

司量子云部负责人。

本源量子成立于 2017年 9月，总部位于

合肥高新区，由中国量子信息科学奠基人郭

光灿院士与中科大郭国平教授联合创立。公

司名寓意“量子技术追溯科技本源”，技术起源

于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郭国平团队

承担的国家科技部量子芯片超级973项目。

近年来，该公司研发出国内首个工程

化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源”、首款国产

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6 比特

与 24 比特超导量子芯片等，并与晶合科技

共建国内首个量子芯片联合实验室，在量

子计算的赛道上不断探索。

张嵩昊与量子计算结缘始于 4 年前。

她最初在天津一家软件公司做程序员。“工

作一年多后，我在朋友圈看到本源量子的

招聘信息，心底最初那团追逐科研的小火

种被点燃了。”张嵩昊说。

2017年，作为家中独生女的她说服了父

母来到合肥追梦。“刚来的时候难题很多。既

要学习量子计算的原理，还要会验证计算结

果。最终目的是让用户、特别是没有专业背

景的人明白量子计算是如何实现的。”

她告诉记者，通常来说，量子计算是一

种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调控量子信息单元

进行计算的新型计算模式。它与二进制经

典计算模式不同，它能够实现计算状态的

同步叠加，算力强大、速度快。

为此，科技攻关道路上，张嵩昊和团队

埋头学习高等数学知识，了解矩阵算法、编

程语言，并且努力开发新功能，将量子计算

落地应用。

“现在做量子计算，可以类比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发计算机，那时的计算机只是单

纯的计算工具，系统、软件都是一步步发展

起来的。”张嵩昊感慨，目前，团队朝着既定

方向努力，大家觉得自己是量子计算领域

的“先驱者”，成就感十足。

近年来，量子计算研究进展迅速，但国

内产业发展却刚刚起步，该研究涉及物理、

机械、软件等多学科，需要融合协作。

本源量子创始人之一的 90后孔伟成从

事量子科研多年。他意识到，除了科研和原始

创新，聚集各行业的工匠型人才共同研究、将

量子计算机系统落地应用才是行业出路。

“何为量子计算机？当某个装置处理的

是量子信息、运行的是量子算法时，它就是

量子计算机。在特定的应用领域下，与量子

计算机相比，传统的计算机就像‘算盘一样

慢’。”孔伟成说。

他坦言，缺乏工程师和技术团队是创

业路上最大的困难，“没有足够的人才，很

多事情只能选择以后再想”。

近年来，合肥市和高新区大力扶持创新

型企业发展，20多家量子科技企业落户，形成

产业集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落户于此。

目 前 ，本 源 量 子 百 余 名 员 工 中 ，90 后

占了 70%以上。研发人员占比超四分之三，

越来越多的青春动能在此汇聚。

今年 2 月，本源量子团队发布首款国

产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实现

量子资源系统化管理、量子计算任务并行

化执行、量子芯片自动化校准等全新功能。

“希望能为国家抢到更多量子计算核

心专利，让中国能在全球量子计算科研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郭国平教授说，研究量子计

算就像用“一个个原子垒起一座金字塔”，但

大家坚信，量子计算最终一定能服务于人类

衣、食、住、行、医等方面，改变人类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人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物质，是自

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大脑的工作机制至今

仍是有着神秘光环的科学领域。

类脑智能被视为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也被称作“下一代人工智能”。

2017年 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承担单位，建设类脑

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这是我国

类脑智能领域迄今唯一的国家级科研平台，

也 是 合 肥 综 合 性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重 要 建 设 单

元。

也正是在这一年，1989 年出生的刘海峰

在即将博士毕业的人生十字路口作出了一个

果敢的决定，一头扎进科研成果转化中，从昔

日“学霸”向未来“创业家”转变。

刘海峰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年曾获得该校本科生最高荣誉——“郭沫

若奖学金”，后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

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其间，在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的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2017年 9月，依托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在“中国声谷”正式成立。28岁的刘海峰担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带领团队实现人工智能核心

技术与产业融合，通过提供产品和系统解决方

案来推动产业的智能升级转型。

公司目前已在能源、交通、教育、AI平台等

领域落地智能化产品解决方案，并以能源行业为

标杆，逐步在不同行业场景深度赋能。

在交通领域，他们研发了首款“动态交通

智能执法机器人”。据刘海峰介绍，该系统由

“端+云”构成，前端设备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自动识别交通违法行，同步进行取证，自动上

传视频与照片，后台接收后可以自动审核处

理。不仅规避了人工拍摄取证造成的行车不

安全因素，也大大提升审核准确度及效率，目

前已被多个城市的交警部门所采用。

如果把交通行业的这项技术创新视作对

大脑工作原理的初步借鉴，那么类脑技术在

能源领域的应用则是让计算机同时拥有了视

觉、听觉和嗅觉。

据刘海峰介绍，传统的电力变压器运行

检查，一般包括外部目视检查、耳听检查、嗅

觉检查、手摸检查。尽管人工 24 小时不间断，

难免也有疏忽。通过海量数据集的收集、训练

和验证，计算机可以根据味道分子的结构特

征、声音的频率等，模拟人类输出对味道和声

音的认知，进而判断是否存在问题。

针对电力场景特性，中科类脑结合人工

智能、边缘计算技术，研发多种关键技术，如

小样本学习、电力 3D 场景仿真、基于学习的

分 割 算 法 等 ，构 建“ 端-边-云 ”协 同 解 决 方

案，通过自主感知智能终端、边缘“智能+”类

脑盒子、业务赋能云平台的协同融合，对通道

环境、塔杆本体和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分析，识

别异常信息，实现提前预警。

截至目前，根据变电站及输电线路的真

实海量场景数据，中科类脑已开发出 120+类

算法，助力电力行业智能化转型，保障城乡居

民安全供电。

为 了 降 低 人 工 智 能 学 习 使 用 门 槛 、 提

高 开 发 效 率 ， 中 科 类 脑 联 合 类 脑 智 能 技 术

及 应 用 国 家 工 程 实 验 室 ， 构 建 计 算 资 源 、

数 据 资 源 和 技 术 服 务 三 位 一 体 的 人 工 智 能

开放平台——类脑智能开放平台。

对 此 ， 刘 海 峰 形 象 地 作 了 一 个 比 喻 ：

“ 这 是 一 个 孵 化 性 的 平 台 ， 就 像 是 一 个 厨

房，基础算力就像厨灶，海量数据是素材，

机器学习算法是调料，作为厨师的开发者，

在 云 上 就 能 轻 松 使 用 ， 大 大 提 高 了 开 发 效

率、让他们有更多精力专注在本领域的科研

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科类脑就曾向

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公司、医院等单位免

费开放类脑智能平台，支持疫情相关的智能

计算、智能分析工作。

目 前 ， 类 脑 智 能 开 放 平 台 2.0 版 已 上

线，平台使用率稳定持高，活跃用户 1 万人

次/日，使用量达到 70%，孵化催生了一批

大型的国家级课题和项目。

在安徽不少城市的医院里，都能
见到一幕“科幻”场景：一款无接触式
自助挂号机，其屏幕画面悬浮在空气
中，使用者不需与设备接触，直接在
空气中点击，就能完成挂号、预约、缴
费等程序。

这款“黑科技”是东超科技创始
人、中国科大毕业生韩东成和范超研
发的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历经 3 年
打磨，终于转化成产品，当下的疫情
防控让它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据韩东成介绍，团队成员仍在埋
头升级技术，开发新的应用场景。“我

们在研发基于激光电离空气的三维
空中成像技术，将其拓展到车载用
品、智能家居、轨道交通等领域。在光
学领域继续深耕原始创新。”

近年来，昔日的农业大省安徽着
力下好创新先手棋，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9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目前，安徽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8559 家，
较上年净增 1923 家，增幅达 29%，创
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像东超科技这
样的高新企业应运而生，一批批青年
科技工作者、创业者在此建功立业。

安徽近年来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这其中，不能不提安徽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结下的“倾城之恋”：50余

年来，安徽为中国科大办学提供有力

保障，而一代代科大人点燃安徽的创

新之火，原始创新在这里厚积薄发。

经过 20 多年研究攻关，去年 12
月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 中 国 科 大 教

授 潘 建 伟 和 同 事 陆 朝 阳 等 组 成 的 研

究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了 76 个光

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其速

度比谷歌发布的 53 个超导比特量子

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快 100 亿倍 。

这一成果使我国成功达到了量子计算

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量子计算优

越性。

在量子物理研究领域，这是一个

举世瞩目的年轻团队。80 后的陆朝阳

教授至今记得，大三时，正在选择硕士

研究方向，在一次校园聚会上结识了

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老师。当潘建伟向

一批本科生描绘起奇幻瑰丽的量子世

界时，他立马受到了感召，随后将专业

方向锁定量子物理研究。

2008 年，陆朝阳进入剑桥大学卡

文迪许实验室，转向固态量子光学的

研究。在此期间，他首次实现了单电

子自旋的非破坏性测量，为固态量子

计算解决了基础性难题。

2009 年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参

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

彼岸的陆朝阳发去了短信：“希望你们努

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

献！”陆朝阳与老师潘建伟有了“君子之

约”——学成即归，报效祖国。

随着陆朝阳、陈宇翱、彭承志等青

年学者纷纷全职回归潘建伟团队，他们

对光量子操纵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进行最前沿

的探索，把成果转化为实际运用。这个

时代需要仰望星空的年轻人，我们应当

勇于担当、甘于坚守。”陆朝阳说。

同样毕业于中国科大的刘庆峰是智

能 语 音 与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坚 定 的 “ 探 路

者”。1999 年，26 岁的刘庆峰带领十几

名同学创立科大讯飞公司，后来成为国

内第一家大学生创业的上市公司。

纵 观 科 大 讯 飞 的 奋 斗 之 路 ，“ 顶

天”和“立地”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

平均年龄 29 岁的认知智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创新团队是一支“明星团队”，在

连续 10 多年保持智能语音技术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创新研发了人机语

音交互、个性化学习、智医助理等多个

“黑科技”系统。

“ 智 医 助 理 ” 能 根 据 医 患 对 话 内

容 ， 迅 速 生 成 电 子 病 历 并 给 出 诊 断 意

见，医生能通过系统查看病人病史，查

询相似病例、临床指南和对症药品。据

团队负责人贺志阳介绍，为了让系统更

接地气，团队小伙伴们走出实验室，一

头扎进乡镇卫生院，了解使用情况，及

时进行调整完善，确保系统真正成为基

层医生的工作伙伴。

目前，科大讯飞已成为“中国人工

智能国家队”一员，并持续拓展行业赛

道，推出覆盖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

慧司法、智能服务、智能汽车等多个行

业的智能产品。

“假设科大讯飞是一棵树，那么科

研就是我们的根，如果没有它，我们就

失去了持续成长的动力来源。”刘庆峰

总结道。

位于合肥包河经开区的中关村协同创

新智汇园，正在测试的 5G 自动驾驶微公交

具备手动驾驶、遥控驾驶、远程驾驶与自动

驾驶 4 种控制模式，荷载 14 人。而微公交上

的自动驾驶技术和激光雷达、感应器等核

心零部件，均为园区企业自主研发生产。

近年来，安徽围绕车、路、云、网、图五

大关键要素，加快项目招商和人才引进。今

年初，在国内率先实现无人驾驶产品化的

科创企业“智行者”落户园区，产品定位于

无人驾驶清扫车和物流车。

“我们公司核心研发团队均为 90后，目

前计划分阶段把研发测试中心、组装生产基

地、区域营销及运营中心等业务板块逐步布

局至合肥包河区。”智行者商务总监周绍洋

分析，园区整车厂及上下游企业发展成熟、

产业链完善，是吸引公司落户的主要优势。

去年 4 月，蔚来汽车中国总部落户合

肥经开区先进制造基地。今年 4 月 7 日，蔚

来第 10 万台量产车下线，创造了行业新速

度。目前，这里集聚江淮汽车、蔚来汽车、江

淮大众、星凯龙客车 4 家整车制造企业，陆

续培育、引进 70 多家零部件企业。

该区借力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

高校在车辆工程、电气自动化等专业领先

的科研团队，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领域

开展技术研究，同时与天津大学、哈工大等

外地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合肥新能源汽车、淮北陶铝新材料、

芜湖智能机器人、阜阳太和经开区现代医

药⋯⋯近年来，安徽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无中生有、有

中生新”的创新做法，让一批批本地企业上

升为行业龙头。

2013年 8月，安徽省政府与国家工信部

共建项目——“中国声谷”正式落户合肥。作

为全国首个 AI国家级基地，其通过投资、招

商、孵化等方式加速人工智能项目聚集。

中国声谷运营单位总裁祁东风介绍，近

年来，中国声谷以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中心，

通过“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路径，构建

起“大创客”带动“小创客”的产业集群发展模

式，让开发者共享运营平台和渠道资源。

合肥维天运通公司是中国声谷的“新

伙伴”，2020 年正式入驻。该企业用了 20 年

时间将中国大部分卡车司机信息整合归结

在隐形的“大网”上，实时了解卡车位置、共

享 物 流 信 息 ，形 成 了“ 网 络 货 运 +车 后 服

务+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网络货运支撑

平台，并为卡车司机搭建互助交流平台。

“中国声谷的特色是产业集群，这就意

味着它和不同产业结合度更高，能加快数

字化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合肥维天运通公

司董事长冯雷说。

科研接力让原始创新厚积薄发

以产业链带动人才链，共筑人才高地

量子计算赛道的探路青年

这群年轻人正用
类脑技术改变我们的生活

合肥维信诺“ 柔性折叠显示关键技术研

发团队”研发的高端柔性 OLED 面板产品。

受访者供图

蔚来汽车合肥先进制造基地。 合肥经开区供图

年轻科研人员在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旁工作。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供图

本源量子年轻科研人员正在调试控制系统。 本源量子供图

联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和研发基地。 合肥经开区供图

高科技强势崛起 媲美黄山群峰

农业大省安徽气质悄然蜕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