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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辽宁奋斗 春华秋

平均每年组织项目30项

平均支持额度

200万元以上

实施联合基金项目

128项

累计培育雏鹰瞪羚独角兽

企业2163家企业培育

解决难题

兴辽英才 选拔培育了领军人才和团队

389人（个）
承担国家级科技重点项目

170余项
研发重要新产品

500余种

今年一季度，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22.2%

6 月 27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任务着陆和巡视探测系列实拍影像，包括着陆
巡视器开伞和下降过程、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
台声音及火星表面移动过程视频，火星全局环境感
知图像、火星车车辙图像等。大家知道吗？这个举
世瞩目的时刻，在火星天问探火过程中，沈阳一家航
天企业研制的连接分离装置系列产品保障着载人航
天、探月工程等深空探索任务。

而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主要以年轻
共产党员组成的团队，又将从立足“九天揽月”的目
光移至海洋，在水下智能仿生系统产品研制中实现
新突破。

水下推进技术研究室的团队都是实干家，是一
个拥有着多名共产党员的年轻团队，团队 17人三分
之二是“90后”，其余大部分是“80后”，他们研制的仿
生鱼、仿生江豚及仿生虎鲸等水下仿生机器人，应用
在全国各大海洋馆及多所学校的课堂中，解决了科
普和生态保护问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在建党100周年来临之际，辽沈晚报记者带您走
进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一探共产党员们如何用实
际行动带动和影响身边的人，进而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好成绩。

比如，去年沈阳市首届职工创新活动周，航天新
光的技术创新成果，一只被“养”在大水池里的“江
豚”备受关注，“江豚”活灵活现，灵活摇摆。其实，它
是江豚机器人，是航天科技与人工智能、仿生技术结
合研制出的，是由水下推进技术研究室研制。

“80 后”的方学林是共产党员，他是水下推进技
术研究室的工作人员，3年前从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
毕业后来到这里，一直从事水下仿生机器人的研究，

“公司在水下仿生机器人方面有领军人物，而且这个
研究也和十三五规划里的一些内容相契合，所以研
究室早在2015年就开始研究水下仿生机器人。”研究
室目前已研制出2种3类的水下仿生机器人产品，包
括仿生虎鲸、仿生海豚、仿生江豚，主要应用在各大
海洋馆，“海洋生物对生存环境要求高，用科技代替

动物，既能满足科普要求，又能解决生态保护问题。”
方学林介绍说，如果搭载相应传感器、摄像等设备，
它还可以实现水质监测和水下摄影等功能。

高存强也是该研究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共产党
员，他介绍，不到两年的时间，团队就研制出了水下
仿生机器人，目前一直在更新换代中，新研制出来的
产品在形态和行为上更加逼真。为丰富产品的种
类，他们还研制出了 0.5 米或者更小规格的产品，这
些产品主要应用在教学中。

一代代产品的诞生和水下推进技术研究室团队
的努力密不可分，苏宗帅是研究室的主任，每次有任
务他都是冲锋在前，解决掉一个又一个难题。2017
年 12 月份，苏宗帅带队在山东做一款产品的测试，

“当时团队已经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作为核心人
物，苏宗帅每天起早贪黑，直到测试成功，才说了一
句‘妻子的预产期就在这两天，估计孩子快出生
了’。”一直到项目结束测试，苏宗帅才往沈阳赶，他
回到沈阳时，孩子已经出生……

无数“榜样”让年轻人得到引领，研究室的党支
部书记王宝新来公司20多年兢兢业业，“他是团队的
领头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从不退缩。”共产党员高
存强介绍，2018年研制民用仿生鱼，时间紧任务重，
他连续熬夜还能一直保持活力十足，给团队带来无
数勇气和力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形
象。

下一步，团队会继续努力，攻克水下定位、水下
通讯等难题。方学林介绍，水下定位技术就是达到
多条仿生鱼一起游的目的，让它们知道自己所处的
位置，同时知道其他同伴的位置，“这里面运用了多
传感器融合技术，包括视觉传感器、超声传感器、避
让传感器和水深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协同作业，从
而实现水下定位。”水下通讯是让每条仿生鱼之间相
互“说话”（数据交流），它们共享一张地图，瞬间实现
水下通讯，就像大家在平时工作或生活中，遇到问题
随时拨打一个电话一样。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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