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闫璞、李雪不
慎将购买汇众中梁国
宾府 12 号楼 1 单元
301室的公积金收据
丢 失 ， 收 据 号 ：
№0001666. 日 期 ：
2021 年 4 月 13 日 ，
金额：叁拾万元整

（￥300000.00），商
业 贷 款 收 据 号 ：
№0004584, 日 期 ：
2021年4月2日，金
额 ： 贰 拾 万 元 整

（￥200000.00），声
明作废。

▲单重德不慎将
与枣庄市市中区房屋
征收办公室签订的关
于被拆迁地点为：化
工厂，补偿地点：明
珠佳苑 B2—1#楼 2
单元901室的房屋征
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
协议丢失，声明作
废。

▲枣庄市台儿庄
区张山子镇大沟上村
扶贫互助协会因保管
不善，不慎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454003181801，开
户银行：枣庄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山
子 支 行 ， 账 号 ：
9040104040242050
000400，现声明该
开户许可证作废。

寻亲公告

2018 年
12月15
日 在 山
东 省 枣
庄 市 薛
城 区 周

营镇铁佛村东面大路
边捡拾男性弃婴一
名，出生日期（估算
年龄） 2018 年 12 月
15日，身体健康。

随身携带特品：
红条条纹包被子，一
个奶瓶

联系地址：枣庄
市薛城区周营镇铁东
村

联系人：张兴宝
联 系 电 话 ：

15726372101

欢
迎
刊
登
中
缝
广
告

电话：3316016
137063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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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的大舞台上，工业机器人的角色
举足轻重。

13年来，梦想“做中国工业机器人先锋”
的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大
学生创业园的格子间起步，一步步成长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业队伍从5个
人发展至400多人，主业从生产零部件到生产
60多种整机机型……

卡诺普的逐梦历程，也是中国工业机器人
发展的缩影，见证着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从以
进口品牌为主，到“中国造”站上时代舞台并
加速“出海”的历史进程。

抓住机遇 找准赛道

“今年春节过后我们车间就一直马不停
蹄，忙着交付国内外客户的订单。”在卡诺普
厂房二楼的机器人测试车间，“95后”车间组
组长严飞带着近20人的团队，一边忙着机器人
的组装和调试，一边为下一步生产线的扩建作
准备。

看着忙而有序的车间，卡诺普的联合创始
人邓世海十分感慨，跟记者分享起13年前，他们
5个“80后”在一个格子间创业起步的场景。

2012年，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
工业机器人市场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本
土制造企业少之又少。

邓世海和4个同样具有计算机与自动化专
业背景、爱好机器人的朋友敏锐捕捉到这一机
遇，开启创业之路。

凑齐50万元初创资金后，5个年轻人来到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园为他
们提供了房租减免等政策，这给团队减轻了不
小的负担。

团队决定以“卡诺普”这个名字注册公
司。“‘卡诺普’来源于‘China Robot Pi-
oneer’，我们的梦想是做中国工业机器人先
锋。”邓世海说。

面对当时占绝对优势的国际巨头，卡诺普
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

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团队决定从技
术性较强、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的工业机器人关
键零部件——控制器入手。

“控制器相当于工业机器人的‘大脑’，指
挥‘肢体’的运转。从电路板设计到程序编
写，我们都是自主研发。”邓世海说，“我们的
产品策略是控制器一定要便于客户使用，能让
一线工人很快上手，这背后需要做大量的研发
工作。”

算法推演、规划运动轨迹、优化焊接工艺
……经过上百次的技术验证后，卡诺普终于研
发出初代的控制器，在创业当年就申请了两项
技术专利。

有了产品，怎么找市场？
“一开始真的很难。”邓世海感叹。团队努

力寻找各种机会，跑展会、上门自荐、通过业
内伙伴牵线搭桥……

终于，在第一款控制器造出来的两个多月
后，来自广东的一个厂家给了卡诺普产品试用
的机会。

为了抓住这个客户，李良军、朱路生、谷
菲 3 个创始人直接飞到客户工厂进行现场调
试，前后在现场待了近 3 个月，直到客户满
意。最终，双方成功签约。

除了自身的努力，公司的发展也搭上了行
业发展的快车。

当时，业内渐渐聚集了一群致力于造国产
工业机器人的同行，大家在各个核心零部件方
面自主研发，共同寻找机会。一些上市公司和
国企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这样一步步
就把行业人才培养出来了，市场机会也多
了。”邓世海说。

行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90
后”黄贵良 2014 年大学毕业后，便入职了当
时不到15个员工的卡诺普，如今已成长为公司
的技术骨干。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卡诺普的控制器渐
渐得到认可，市场快速拓展。到 2018 年，卡
诺普的控制器已在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据半
壁江山，成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这5个梦想“做中国工业机器人先锋”的
年轻人，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走出舒适区 勇敢转型

最近，卡诺普的技术团队正忙着根据家具
业客户需求，进行智能码垛机器人的研发和产
品升级，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对大小不一的板材
进行智能码垛，解决人工劳动强度高且危险的
问题。

紧跟市场需求，积极创新突破，是卡诺普
快速成长的一个秘诀。让公司董事长李良军印

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那次转型。
当年，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卡诺普走

到了一个分叉口——是继续深耕控制器领域，
还是转型做整机？

继续做控制器似乎是个稳妥的路径，企业
发展风险可控，但成长空间不足。

走出现有的“舒适区”转型做整机，就要
加大投入。若不成功，大量投入将“打水
漂”，企业可能陷入困局。

到底该走哪条路？
对此，5个创始人一开始也存在分歧。经

过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当时业内的部分整机
厂商已着手自己研发控制器，如果卡诺普不转
型，等这些厂商做好了控制器，卡诺普再转型
就难了。况且，如果只生产零部件，也实现不了
创业时的梦想——“做中国工业机器人先锋”。

于是，大家决定搏一把，转型做整机。
这次转型在李良军看来，无异于“二次创

业”。
尽管当时卡诺普的控制器有市场优势，但

做整机将与行业巨头正面交锋，卡诺普原有的
零部件优势显然分量不够。

此外，与沿海成熟的产业链相比，成渝地
区的上下游配套明显不足，这让卡诺普做整机
的过程更为艰难。

第一款整机产品能否一炮打响，决定着公
司的未来。通过细致的市场调研，卡诺普决定

瞄准中小企业，与大公司走差异化竞争的道
路。

在调研中，卡诺普的团队发现很多中小企
业很难招到焊接工人，因为焊接中往往产生大
量烟尘、弧光和金属飞溅，工作环境恶劣，而
焊接机器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卡诺普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研发焊
接机器人。

“大家铆着一股劲儿，以高于国家标准三
倍的要求，先后做了 100 多个种类的整机试
验。”当时的整机项目负责人李祥回忆说，那
时候加班加点是常态，只想着“必须一炮打
响，不能失败”！

2018年底，卡诺普完成整机测试，开始推
向市场。

这款核心零部件全部采用国产产品的焊接
机器人，一经发布便受到业界关注。很快，一
家来自广州的客户下了订单，使用一段时间
后，客户反馈非常好。这给了李良军他们很大
的信心。

不久后，更多的客户向卡诺普提出合作意
向。2019 年，卡诺普的整机业务获得超过
1000 台订单，这个成绩对刚完成转型的公司
来说十分难得。

订单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带来资金需求的
增长。恰好，成都为融资难的科技企业专门设
立了“科创贷”。2019年，卡诺普通过“科创

贷”贷了 1000 万元，一些银行也为企业提供
了低利率贷款。

没有了资金的后顾之忧，卡诺普更专注于
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

李良军说：“卡诺普可以更好地响应客户
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这也是我们中小企业
的优势。”

2020年，卡诺普的工业机器人综合出货量
位居国内第三，在弧焊细分市场出货量居国产
机器人第一；2021 年，卡诺普 6 关节 20kg 及
以下机器人产量在国产机器人中位列第一。

2021 年，在这 5 个年轻人创业的第 9 年，
卡诺普被工信部认定为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技术为先 做深“护城河”

在刚结束不久的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上，卡诺普收获了很多意向订单，其中有
不少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海外客户。

“赢得客户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于我们的
技术研发和创新。”卡诺普联合创始人、研发
技术总监朱路生说，例如，通过持续研发，不
断提高机器人“指尖”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卡
诺普机器人的空间绝对定位精度达到 0.2-
0.6mm，可以比肩国际水平。“相当于机器人
的视觉识别可以达到一米以外快速穿针的能
力。”

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卡诺普的机器人已
扩展至焊接、搬运、装配等60多种机型，产品
应用覆盖超80%的工业场景。

公司“90后”研发工程师庞恺从日本留学
归来后加入研发团队，今年他的工作重心是研
究如何用AI技术让工业机器人更“聪明”，从
而制定出更加智能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庞恺说，通过AI研发，预计今年内公司将
推出工业人形机器人 Demo，并计划在 1-2 个
工业场景中实现落地应用，“这也是公司未来
新的增长点”。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不断用技术打造
‘护城河’。”朱路生说，卡诺普以技术起家，
长期以来研发人员数量在公司占半壁江山，公
司已获得400余项有效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
利50多项，已全面掌握工业机器人电气核心技
术，是工业机器人5项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
位之一。

凭借领先的技术，卡诺普正实现全球业务
的加速拓展，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于 2024 年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目
前，公司出口产值已在总产值中占比近20%。

作为从大学生创业园闯出来的“小巨人”
企业，卡诺普如今也是大学生实践基地，正与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一些职业
学校联合培养人才，为企业发展储备力量。在
卡诺普等链主企业带领下，一个聚集了上百家
上下游企业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圈正在成都市成
华区形成。

在卡诺普等一批企业的努力下，中国工业
机器人的自主创新之路越走越宽。“未来，卡
诺普希望把更多的中国机器人卖到全球去。”
李良军说。

“做中国工业机器人先锋”——当年5个年
轻人的创业梦想，正渐渐照进现实，点亮企业
未来发展之路。 （新华社成都6月5日电）

从大学生创业园闯出来的“小巨人”
——卡诺普机器人的逐梦历程

新华社记者 李倩薇

千帆载得明月去，留得星辉满南浦。
两千多年前，合浦港帆影重重、百货云

集，满载中原丝绸的远洋舶船与漂洋过海的罗
马玻璃、波斯玛瑙在此相遇，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盛景在此上演。两千多年后，“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重新激活这条古老航道，开启一
座现代港口城市的新生。

开放的基因深深植根在这座城市的血脉和
记忆里。广西北海，千年不绝的船歌诉说着历
史的沧桑，也呼应着时代的浪潮。

千年沧桑

斜阳西下，帆影点点。站在海丝首港景区
的观景平台远眺，现代货轮拖出的浪痕与古代
商船的航线在暮色中重叠，古港昔日繁华今朝
再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北海合浦为官
方商船出发的地方，也就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之一，曾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
繁华古郡。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波斯陶
壶、罗马玻璃碗等珍贵文物，诉说着中西文化
交融的历史。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海考察期
间，来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了解汉代北部
湾地区对外通商交往史时指出：“向海之路是
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围绕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都是历史、是文化。”

潮起潮落，开放的热血始终在奔流。
1876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南洋

商船带来的繁华与岭南的市井烟火，在咸湿的
海风里沉淀成中西合璧的红窗白墙，烙印在北
海古老的街巷里。

北海老街，一条始建于 1821 年的临海街
道，分布着英法德等国领事馆旧址等建筑。骑
楼下，87岁的老街坊庞宝树摇着蒲扇，向过往

游客讲述这里的古与今：“老街曾是中外客商
停船上岸的地方，清朝中后期，我们家先祖在
这里挖下两口深井，为往来的客商、渔民提供
甘甜的井水……老街和双水井，都是北海开埠
文化的重要见证！”

北海人的自信根植于千年文脉的滋养。无
论是海丝文化、开埠文化，还是因“珠还合
浦”典故而闻名的南珠文化、疍家文化等，都
是北海人道不尽的岁月峥嵘。

“70后”的本土根雕艺术家李新强坚持就
地取材，在翻飞的手指间，将优秀的地域文化
转化为一件件非遗作品，畅销海内外。北海根
雕、贝雕、角雕……古老技艺在时代的交响
中，镌刻出文明传承的当代纹样。

位于合浦廉州湾畔的海丝首港景区，将汉
代码头商贸场景进行复刻，再现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舟楫往来的盛景。走在景区错落有
致的古堡建筑群里，看身穿古代服饰扮演各国
商家、渔民、水手的演员们从身旁走过，仿佛
穿越时空之门。

“还原历史，让千年古港‘开口说话’，更
能唤醒文化基因，激发人们对一座历史文化之
城的热爱。”广西首港投资集团品牌策划总监
许承荣说，自 2021 年试运营以来，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

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焕新。今天的北
海，正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紧密联系。大型历
史舞剧《碧海丝路》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
流推广项目，在国内外巡演；“一带一路·北
海遇见北海”系列旅游文化宣传交流活动，走
进俄罗斯、日本、希腊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时光的长河奔涌向前，文明的根系纵深蔓
延，北海的历史文化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海纳百川

晨曦微露，海面波光粼粼。银白色的沙滩
上，早起散步的人们留下一串串脚印。

地处北部湾畔，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
北海常年温暖湿润，有着“天然氧吧”的美
誉，吸引了许多北方人来此旅居。

60 岁的赵清玉来自吉林。10 多年前，她
第一次踏上北海，就被这里得天独厚的海洋资
源和气候吸引，索性在海边买了房子，退休后
便来定居：“我身边许多老朋友都在北海过上
了舒心的晚年生活。”

初夏时节，银滩景区旁的小洋楼鳞次栉
比，旅居者们坐在石凳上纳凉聊天，天南海北
的口音交汇在一起。

随着异地养老被更多人接受，北海市热情
迎接八方来客，成立了旅居者联合会，为2万
多名全国各地的会员提供家庭式服务。

碧海银沙虽美，不及人间烟火暖。北海真
正赢得游子心的，恰是让每颗漂泊灵魂在此邂
逅第二故乡的温度。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位于北海西南部的
一片荒滩上，7000 多名归侨上岸安家，成立

“华侨渔业公社”，也就是今天的侨港镇，这是
我国以建制镇安置归侨的乡镇。

“我现在仍清晰记得住进楼房那一刻的激
动和欣喜！”归侨吴玉明回忆说。1978 年，4
岁的他随家人乘渔船从国外回到北海。近半个
世纪过去了，从小陪伴母亲经营小吃摊的吴玉
明，如今已成为侨港镇美食协会会长，在侨港
镇经营多家美食店。

“心安之处，是家园；心安之处，是故
乡。”吴玉明感慨，“北海用开阔的胸襟抚慰了
海外游子漂泊的心。”

“来到北海就是北海人！”在北海市的“十

四五”规划中，首次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
北海人”。这个称谓浓缩了一座城市对外来群
众的包容和关怀，更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开放思
维。

2018年，北海银滩景区全线贯通，由过去
被内港阻隔、渔船停靠的分段岸线，变成现在
一望无际的“十里银滩”，这是北海向世界递
出的城市名片，更是城市开放发展的生动注
脚。

每逢盛夏，沙滩上熙熙攘攘，各类音乐节
点燃青春热情，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海
面上，摩托艇风驰电掣，划出一道道银色的弧
线。

蔚蓝海洋之滨，一条条道路飞速延伸，一
栋栋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一批批投资者纷至
沓来……千年潮汐孕育的开放品格，悄然无息
地融入北海的精神血脉和城市肌理。

向海图强

铁山港的龙门吊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万吨
巨轮拉响汽笛。向海大道两侧，光伏板矩阵宛
如蓝色麦浪般起伏；海上风电场的白色风塔正
挥动“臂膀”，将咸湿的海风转化为清洁的能
量……

海洋，一直是北海发展的“蓝色引擎”。
1984 年，北海被列为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

开放城市之一，傲然挺立在对外开放的前沿。
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海

市铁山港公用码头考察时指出，铁山港有区位
优势，发展前景广阔，将来是北部湾经济区一
个重要依托。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
海经济。

牢记嘱托，向海图强。
2019年，在铁山港的一片荒地上，广西新

福兴硅科技有限公司从无到有打造光伏玻璃产

业。短短五年时间，依托北海的石英砂资源以
及海运的优势，成为广西百强制造企业。

“北海是一座活力之城，助力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疆辟土、破浪前行！”新福兴公司人力
资源部经理陈春玲满怀激情地说。目前，新福
兴公司3条光伏玻璃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行，每
天产能达3600吨。

为确保引进项目稳得住、发展好，铁山港
产业园区在做好招商引资“前半篇文章”的同
时，更主动做好“后半篇文章”，为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

2021年，风塔、叶片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天
顺风能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落户北海铁山港
东港，随后又把年贸易额30亿元的供应链中心
迁至北海。“选择铁山港，看中的是这里丰富
的海洋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公司运营总
经理李宏图说。

连续七年在广西排名第一，北海的营商环
境有口皆碑，海内外的制造商操着各种口音荟
萃北海的工业园区。

“6+2”向海工业集群日渐成型，绿色化
工、电子信息、硅基新材料、高端纸业、不锈
钢、能源成为北海的主导产业，海工装备制造
业、生态铝业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连接东盟国家与粤港澳大湾区，北海的向
海经济支点作用愈发突出。

如果说，历史上的北海港口输出的是丝
绸、瓷器，如今的北海正输出现代化的风电装
备、光伏玻璃，成为祖国南疆崛起中的一颗

“工业明珠”。
北海，犹如一位站在祖国南疆的“追风少

年”，衣襟别着珍珠，眼睛望着大海，凭借临
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文旅业，正在向海经
济的征途里一路向前。

（新华社南宁6月11日电）

珠光帆影映新潮
——解码“海丝古港”北海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卢羡婷 邹雨沁

2024年11月13日，在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机器人本体装配车间调试设备。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