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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记者 张
骁）堪称科幻电影大片！19日7时30分，
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在京开
跑！这声发令枪响，开创历史。

20支人形机器人参赛队和人类选手
同时出发，共跑21.0975公里半马赛道。
北京亦庄这场特别的马拉松赛，办出了全
球“独一份儿”。

起跑线前，人类运动员举起手机，与
机器人选手拍照；人形机器人轻挥手臂致
意。一出发，欢呼阵阵。

这次“极限”产业测试，逐新向实。
马拉松，象征着人类对自我超越的不

竭挑战。人形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与人工
智能发展的终极载体，从最初的概念验

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开放路跑中的复杂路况和自然环境，

对人形机器人的续航、运动控制、环境适
应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促使研发团队
突破技术瓶颈，加速产品设计改进，推进
供应链成熟，降低量产成本。

为了适应长距离奔跑，有的参赛机器
人会采用特殊设计。大功率一体化关节、
腿足刚柔耦合设计等，让机器人跑得更
稳、更自然。

就像人类在跑马中也要补充水分能
量，为了验证快速能源补给技术的可靠
性，比赛允许机器人换电，但部分机器人
已具备不关机就能换电的功能，续航能力
大幅提升，材料选用上更轻量化。

人类跑步也会不慎跌倒，机器人跑马
也难一帆风顺。但这些“跑”出来的问题
和数据，正被研发团队一一记录，成为推
动完善人形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参考。

经过马拉松赛事的锤炼，人形机器人
核心零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整机稳定性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推动人形机器人加快
进入特种危险作业、智能制造、商业服务
甚至家庭场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得力
助手。

人形机器人产业是展示综合科技实
力的高地，是技术交叉融合的“集大成
者”。受益于我国工业门类完整，产业配
套强大，“大国智造”夯实创新底座，政产
学研用综合托举，让科技和产业裂变出无

限可能。
这场人机共舞，面向未来。
2小时40分42秒！在人类选手的陪

伴下，“天工Ultra”率先撞线。成绩不是唯
一评价标尺，拿到完赛奖、最佳耐力奖、人气
奖、步态奖、形态创新奖的队伍各自出彩。

比赛过程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幕：当
人形机器人经过，奔忙的“外卖小哥”停下
脚步、母亲抱起孩子、年轻人点开直播，大
家不愿错过每个镜头……

未来，藏在每个人的眼神中。这是
“科技+体育”的创造力，人机交互的新魅
力。

机器人跑的这一小步，正是人类科技
的一大步。

■新华社记者 李春宇 张骁

在春日跑马热潮再度来袭的4月，一
场“人机共跑”的半程马拉松为路跑赛事
添了“一把火”。

去年11月，当“天工”人形机器人首次
亮相2024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场，为选
手“加油助威”时，人们或许不会想到，短
短5个月过后，人形机器人会与人类一起
跑马。

4月19日，2025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
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鸣枪起跑。虽然
出于安全考虑，机器人赛道与人类跑者隔
离开来，但每当机器人选手出现在大众视
野，它都是全场焦点，让跑友们大开眼界。

这是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
松——人形机器人与人同步报名、同时起
跑，共跑21.0975公里，20支人形机器人参

赛队无疑是最大看点。
好奇、期待、疑惑交织在一起……对

于现场所有选手、记者、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而言，这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自从一
个多月前人形机器人参加半马赛事的消
息发布后，与“人机共跑”相关的话题就层
出不穷——机器人为何要设计成人形？
人形机器人又为什么要跑马拉松？真的
有机器人能跑完半马吗？

记者带着同样的疑问，在现场探寻关
于未来的无限可能。从人形机器人路面实
测到半马起跑前最后一刻，各支参赛队伍
都以非常严谨的态度调试机器人，很多队
伍在备赛过程中对机器人在原有基础上进
行了二次研发，探索关节力矩、转速的峰值
边界，完善导热和风冷散热技术，从而提升
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稳定性。

在科研人员看来，马拉松不是秀场，

而是高规格的试验场。“旋风小子队”领队
崔文昊表示，此前业界很少像半马这样长
距离、长时间地测试机器人的极限性能，
为了让机器人在赛场上跑得更快，各支队
伍加紧攻破结构稳定性等方面的难关。
他相信，这次“人机共跑”过后，整个行业
的技术水平都会有所提升。

正如同人类跑马需要坚持不懈地科
学锻炼，人形机器人也需要在科研团队的
帮助下，不断完善自身性能。这场备受瞩
目的人形机器人半马，能够增进企业之间
的交流互鉴，推动技术升级以及行业标准
的建立，让更多人看到、了解、接纳人形机
器人。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在于融入社
会生活，这场半马生动描绘了智能生活的
美好图景，将“人机共荣”的目标又向前推
进一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梁靓表示，此次“人机共跑”是技术测
试平台、能力展示平台、应用推广平台，人
形机器人样式、身高、体重、功能有差异，
各自擅长的领域也有不同，但是都会在备
赛、完赛过程中各自提高，未来将结合具
体应用场景“各显其能”。

北京马拉松协会会长赵福明表示，未
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城市结合自身的产业
特色和城市文化，推出类似于亦庄机器人
半马的路跑赛事，机器人不一定作为选手
参赛，而是完成安保、急救等赛事保障工
作，从而成为办赛亮点。

“马拉松”经常被用来形容人生或是
一段漫长的旅程，竞技体育从不缺乏温情
和掌声，科技发展也需要更多鼓励。职业
运动员创造的马拉松世界纪录逐步逼近

“2小时”大关，大众跑者将全马“破三”视
为“里程碑”，努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马
拉松对于人类而言是挑战生理极限，人形
机器人作为跑圈“新人”，跑马之旅才刚刚
开始，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给予
更多支持和信任。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人机共跑”，拉近与未来的距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前几天店里来了两个俄罗斯留学生，买了
10多本小人书，她俩中文很好，说旧书很有意
思，很喜欢看。”书香世家旧书店的主理人杨明
君接待来买书、看书的年轻人时，眼里是放着光
的，嘴角也会不自觉上扬。

让旧书找到新知己。从古老街巷中隐匿的
旧书店，到热闹商圈里新兴的旧书市集，旧书以
独特的姿态串联起过去与现在，成为传承城市
文脉、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

4月18日，在九龙坡区万象城启幕的“蚂
蚁找书·怀旧书集”活动上，记者邂逅了10余家
旧书店店主，他们在重庆这座充满烟火气与文
化底蕴的城市，正在进行一场“旧书新知”的突
围和实践。

旧书市集“链接”读者怀旧情怀

“蚂蚁找书·怀旧书集”（以下简称“蚂蚁找
书”）活动，是在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指
导下，由重庆出版社建立的城市文化品牌，旨在
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热情且具有怀旧情怀的读
书社群。

据“蚂蚁找书”活动执行总策划胡丽凝介
绍，自2024年9月初至2025年3月底，“蚂蚁找
书”先后在鹅岭公园、来福士商圈、龙湖礼嘉天
街等城市地标举办54场活动，累计吸引读者、
游客8万余人次，实现旧书交易交流1.2万余
册。

在这里，一本本泛黄的书籍，不仅仅储存着
历史的记忆，也是巴渝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
以巴渝文化图书产品为核心，市集融合了巴渝
文化大讲堂、民俗雅集、旧书漂流、连环画记忆、
年代影像体验展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市
民在淘书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巴渝民风民俗
与重庆城市精神。

除了“蚂蚁找书”，重庆在旧书文化推广上
多点开花。开展“乡助阅读·书旧情深”公益活
动，实施“百千万”计划，通过100个捐书公益站
点、1000名“乡助阅读公益传播官”，将10000
本优质书籍送往乡村，搭建起城乡阅读的桥梁，
助力乡村青少年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重庆
书城、时光里书店等实体书店设立旧书专区，开
展2200余场“故纸情深”“经典荐读”活动，吸引

20余万人次参与。

“90后”接手旧书店以书会友

重庆的旧书市场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既有坚守数十年的
老牌书店，也有年轻主理人接棒，开拓发展多种形态的旧书店。

“每一本旧书都承载着前人的阅读痕迹与时代烙印，是带着故
事与你相逢的。”不满30岁的杨明君是书香世家旧书店新的主理
人，她的母亲刘伍碧经营了这家店40多年。有趣的是，书香世家
旧书店开在沙坪坝区渝碚路的南开农贸市场里，可以想象一下，嘈
杂的卖菜声和安静的看书人，形成了多么活色生香的烟火场景。

“我是睡在书上长大的。”她颇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这家书
店是读者一起抽起（重庆方言，意为共同助力营造）的：店名是参考
读者意见取的，社交平台上的宣传是读者帮忙引流的，书店的文创
产品明信片也是读者帮我们画的。”

“有呀有”“存在”两家旧书店的主理人蒋世明三十岁出头，他
顺手拿起书摊上198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法国作家左拉的
《梦》，向记者展示扉页上的两位译者的亲笔签名，这本旧书当年的
定价为0.68元，现在以58元出售。“有作者亲签的旧书，有独特的
稀缺性，这样的沉淀感独具价值。”蒋世明说。

这两位年轻的主理人介绍，来书店的读者有不少是外地游客，
他们看到网上介绍后按导航找过来。网友mawesome在书店的
社交平台下留言：“网红店逛多了，这种二手书店感觉很特别的，让
人眼前一亮。其实想了解重庆，还可以去这些旧书店，有些书已经
不是普通的书了，而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藏着好几代重庆人的
记忆。”

时光里书店的主理人李柯成表示，旧书流通可以营造一种特
殊的阅读氛围，让读者进行一场跨时空对话和思想交流，唤起人们
对阅读纸质书的情感眷恋。时光里书店设置了共享书架，接受读
者捐书，鼓励读者以书会友。

旧书市场的突围与升级

重庆旧书市场发展势头良好，但市场规模较小，截至2024年
底，全市仅有47家旧书店（摊），且分布不均。同时，旧书资源整合
存在矛盾，大量库存书积压，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另外，经营成
本高，不少旧书店（摊）生存压力大。

本土作家马拉有40多年的淘旧书经历，接到记者电话时，他
正在晾晒一本1927年三联书店版郑振铎所编《文学大纲》。他认
为，重庆还缺少有标识度、有品牌特色的旧书市场和旧书店，他的
不少“宝贝”是从外地淘来的。“有呀有”书店蒋世明建议，策划旧书
市集可以提前宣传，建立各种社群，让参展书店联动宣传、提供特
色看点。

着眼于文旅商融合发展，重庆正积极推动旧书市集迭代升级，
将借鉴法国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海苏州河樱花谷旧书市集等
国内外成功经验，推动旧书市场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比如，用好
骨干书店、小微书店、公益基金、阅读机构这四类运营主体，形成多
元协同的发展格局；发挥好商圈、公园、夜市这三类活动空间优势，
打造多层次、多样化的旧书活动场景；建设好“蚂蚁找书”这一全民
阅读活动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巴渝旧卷藏岁月，山城新知焕书香。衡量城市文明的尺度，不
仅在于它如何对待新事物，更在于它如何安放旧时光。旧书与新
知相遇，历史与未来对话，共同书写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篇章。

重
庆
旧
书
市
场
的
突
围
与
升
级

两
位
俄
罗
斯
留
学
生
在
重
庆
某
旧
书

店
淘
书
。

（
受
访
者
供
图
）

人形机器人，全球首“跑”！

【记者手记】

①4月19日，2025北京亦庄半程马
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
庄举行。天工队选手天工 Ultra（左）在
比赛中出发。

②天工队选手天工 Ultra（左三）在
比赛中冲向终点。

③机器人在活动现场进行表演。
新华社发②②

①①

③③

（上接1版）
消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国货越来

越被消费者认可，各种老字号产品也开始焕
发新生。所以，今年消博会专门设立了老字
号展区，以推动老字号品牌的创新与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老字号背后不一定是
多么先进的技术或是复杂的工艺，更多的
是经过时间沉淀后所形成的区域文化符
号。这种符号给消费者很强的辨识度，让
人一听一看便知道它来自哪里，这就为其

“出圈”提供了底蕴。
以美食类为例，很多地区都有辨识度

很高的消费品，如柳州的螺蛳粉、兰州的
拉面、北京的烤鸭等。而在本届消博会
上，重庆展馆中最受欢迎的产品也是全球
知名的小面和火锅底料。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消费品

想要单打独斗“出圈”并不容易，但当它与一
个地区深度绑定后，其被大众熟知的可能性
就会增加。重庆还有很多有潜力“出圈”的
消费品，未来都应该强化区域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已经“出圈”
的消费品，其发源地应该推动其创新与传
统结合，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比如上海
的大白兔奶糖，就推出了奶茶、手办、盲盒
等产品。

几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首批
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中，“冷酸灵”“重庆啤
酒”“涪陵榨菜”均入选。后续，重庆可以
推动这些品牌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借力流量
保证质量并提供良好服务

本届消博会有一个特别的展台：与辉

同行。消博会期间，网红董宇辉到各展台
逛展，并为直播间观众推荐。

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直播带货是
当下消费品销售的重要形式，董宇辉是直
播带货领域的头部主播，知名度大、粉丝
量多、带货力强。他与消博会的合作，是
资源互补的双赢之举。

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接触的信息多，
消费品行业竞争也大，“酒香也怕巷子深”
已成为共识。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技
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权认为，重庆消费
品生产企业数量虽多，但在国内外市场的
辨识度不够、品牌影响力也较弱。在此背
景下，借助头部主播、网红博主的“流量效
应”，是多数企业让产品“出圈”最有效、最
直接的选择。

“去年董宇辉到重庆来，现场直播带

货的产品就有天府可乐。”天府可乐（重
庆）饮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林说，当时天
府可乐销量破百万。

但需要注意的是，“流量”是一把双
刃剑——对于品质好的消费品，它能给
其带来最快捷的“出圈”之路；对于品质
不好的消费品，虽凭借“流量”赢了一时，
但终会被其反噬。所以，重庆消费品无
论通过什么形式“出圈”，好的质量和良
好的服务，都是其能否持续“出圈”的保
障。

荣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荣昌卤
鹅爆火之后，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去往卤
鹅生产企业调研，并明确提出，荣昌卤鹅
要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市场
竞争力，让“网红”变“长红”，从而让荣昌
卤鹅真正“出圈”。

（上接1版）
但该公司的重卡充换电站业务较为

单一，只为新能源重卡提供换电业务，自
己并不从事物流、维修等业务。

而蜀道公司投资的重卡充换电站投
资较小，每个充换电站只需投资300万元
至1000万元。因其服务的新能源重卡分
属不同的人，换电池较难，充电时间又太
久，需要引入专业运力。目前，民生物流
已首批投入50辆新能源重卡，在成渝之间
开行定时、定点、定线、定价、定车次的“五
定”公路班车。

中际新能源等公司投资的川渝零碳物

流产业共建示范项目，虽然没有以上问题，
但投资相对较大，每个项目投资1亿元左右。

前景：将建数字化平台
这么大的投资，王东然为什么愿意

干？
“主要是因为有市场前景！”王东然

说，他们去年在永川建设的首个项目，已
经运营1年多，实践证明他们的运营模式
优势明显，有利可图，也易复制，已吸引香
港两个家族资本入资该项目。由此，他们
决定快速复制该项目，启动铜梁、江津等
地项目建设。

永川项目投用后，中际新能源以其电
动化、智能化重卡矩阵，很快就重塑当地
矿山、港口、基建场景的运输生态，拿到了
华西建材、理文纸业等企业的长期物流订
单，去年实现营收7000万元。铜梁项目尚
未投产，就从当地两个非煤矿山企业分别
拿到 10年和 20年物流订单，每年超过
2400万元。

永川项目的新能源重卡用的是344千
瓦电池，以换一次电池跑200公里为例，电
费只需144元，若是用油车，则需90升柴
油，费用是675元。他们测算，一台新能源
重卡每个月可节省2万多元油费。

而中际汽服将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
链，能让新能源重卡真正实现“用得好、用
得久”。

目前，中际新能源还正在开发新能源
重卡货运数字化平台。这个数字化平台
建成后，厂矿企业可直接在平台上下单，
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可实时监控驾驶员
状态，对疲劳驾驶进行远程启停，避免安
全事故；可实时测量货物重量，不再需要
复杂的过磅程序。

王东然表示，这个平台将广泛服务川
渝及周边的货运公司、货车司机，助力川
渝打造更为高效、便捷、绿色的物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