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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峰会大咖访谈

高校力量助力北斗闪耀苍穹
湘潭大学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院长 姚志强

在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斗应用专业赛中，

湘潭大学项目《北斗卫星导航时空安全态势感知与增

强》获团队组一等奖。

这个项目聚焦国家超过 70 万座的变电站和超过

1000 万座的通信基站的授时安全，着力打造国家基础设

施和核心要地的导航安全系统，突破了态势智能感知和

导航设备部署策略技术，广泛应用于通信、交通、电力、

石化和低空经济等重要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湖南是北斗技术的重要策源地和创新应用示范区，

聚集了国内北斗产业 80%以上的核心技术资源。近年

来，湖南把北斗产业列入重点产业倍增计划，全力推进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项目合作、规模应用和产业集聚，

优势资源加速向湖南汇聚。

这其中，高校的力量十分强大，有北斗系统建设的

国家队——国防科技大学相关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校

长、中国工程院李建成院士的团队，也有湘潭大学“智能

可信导航与定位”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以及很多兄弟院

校都在积极投身北斗行业。“许多高校都以北斗技术的

规模应用为契机，加强北斗人才培养，加大科研创新投

入，比如我们，也鼓励老师调整研究方向，在北斗技术领

域贡献更多高校的力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陈驰 张媛 文/图）

“株洲星座”有8颗卫星要发射
株洲太空星际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兴科

由株洲太空星际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的

“株洲星座”，是由 16 颗小型 SAR 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

系统，也是国内第一个混合式雷达遥感卫星星座。今年

“株洲星座”将有 8 颗卫星发射，预计明年 3 月全部发射

完毕。

我们的项目与北斗有着深度结合。

过去，遥感卫星多为低轨卫星，这些卫星的在轨管

理和控制大多通过地面站来实现。“株洲星座”作为首批

由北斗测控的遥感卫星，可实现在全球任何一个位置都

可对该卫星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遥感卫星主要用于信息采集，随着今后

将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算法移植到卫星上，海量信息

在“天上”经过深度处理后，形成简洁的信息后由北斗进

行传输，这对项目的应用空间是有力扩展。

正因如此，我们公司选择在湖南（株洲）北斗产业园

落地。我们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并围绕卫星

制造形成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更完整的商业战略目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袁伟 文/图）

为北斗领域提供更优良的芯片封装服务
湖南越摩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何新文

湖南越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面向高性能芯片和

高密度封装应用领域，具有领先的封装方案开发能力，是业

内领先的、拥有SiP先进封装技术及量产交付能力的高科技

公司。目前已完成超大芯片面积的高算力GPU/CPU产品

芯片后道设计、封装研发及量产；芯片高散热HPC产品的封

装研发及量产；国产消费类MCU产品的研发及量产等。

这些能力与北斗的多样化需求是十分匹配的。

我们希望利用先进的封装技术，给整个北斗领域提

供性能更强、面积更小、成本更低的芯片封装服务。

目前，我们已和长沙金维等多家北斗芯片相关企业

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前不久，公司与一家芯片公

司合作封装的一款北斗导航方面芯片，已成功应用于比

亚迪一款高端车型。

为适应北斗领域对技术的更高要求，我们还与湖南

大学、中南大学等系列高校进行了相关合作，吸收一批

优秀人才充实公司的人才梯队，为企业今后开展北斗相

关业务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袁伟 文/图）

峰会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契机
株洲椭圆时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元嵬

株洲椭圆时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卫星研制和

运营，业务涵盖了卫星部组件、总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在株洲北斗大厦内，我们顺利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

伴，共同构建了企业生态链的完整闭环。这种高度集聚

的产业生态，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罕见。

自三年前在株洲经开区注册落户以来，我们充分利

用株洲的区位、产业和环境优势，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公

司成功发射了两颗卫星，标志着其正式拥有了自己的业

务能力。同时，地面两套定位站落户株洲和建设，也为天

上的卫星提供了坚实的服务保障。

在应用端和产品上，椭圆时空同样不甘落后。公司

利用天上的卫星能力，在电力、自然资源等领域已经初

步为用户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这不仅展示了椭圆时空

的技术实力，也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我们还积极参与北斗峰会等业界盛会，与众多企业

和相关人士共同探讨北斗产业的未来发展。这样的峰

会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促进了产业链的稳定

与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为推动北斗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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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食、大单品成餐饮新赛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转转火锅、烧烤、高压锅
饭……最近在株洲大街小巷，
新增了不少个性有趣的一人
食小店。与此同时，主打湘菜
特色小炒肉、小龙虾等爆款大
单品的餐饮门店，也在激烈的
餐饮竞争中崭露头角，甚至逆
势扩张。

对于餐饮业来说，一人
食、大单品等新兴模式，都已
成为符合新消费需求的重要
赛道，助力本地餐饮消费市场
活跃。外卖餐饮经济的兴起，
也推动这些门店深挖互联
网+餐饮新模式，想方设法收
获年轻人的青睐。

10 月 23 日晚上 8 时，虽然已过饭点，但位于天元

区的盛香亭转转热卤店仍然满座，店外还有几名年

轻人在排队等位。

90 后上班族胡女士正在店内大快朵颐。她告诉

记者，自己独居但不善烹饪，晚餐一般是和同事 AA

制聚餐或自己点外卖解决。近段时间，株洲这些主

打一人食的餐饮门店多了起来，她经常来光顾。

记者看到，这家店的锅底普遍收费 10元一份，牛

肉、小海鲜等菜品收费在 6-10 元之间，素菜收费 2 元

左右。

“其实就是小份菜，适合每样尝尝鲜。”胡女士算

了一笔账，她每次在这里消费 30-40 元就可以饱餐

一顿，但如果是和同事围桌聚餐，人均消费一般要到

80元以上，自己一人食显然性价比更高。

虽然是每人一锅，但并不意味着不适合社交。

胡女士说，她也曾邀请同事一起来就餐，大家各点各

的互相分享，也少了 AA 制结账时的尴尬。

和胡女士一样热衷于一人食模式的，还有市民

林先生。由于经常要加班，他往往选择到这类餐馆

解决晚餐，高性价比、连锁经营模式在品控方面相对

更有保障，是他选择这类门店的原因。“相比点外卖、

吃盒饭，还是这种到店消费模式更方便，也更有就餐

的仪式感和满足感。”林先生认为。

曾经，一人食被视为孤独经济的代表之一。如

今，以小份量、多样化餐品为主的一人食模式门店，

更偏向于迎合年轻人高性价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烤肉、火锅等社交属性更强的品类，也纷纷加入这一

新赛道。

记者以一人食为关键词在互联网上检索，目前

株洲已经有肥牛火锅、热卤火锅、烧烤串串、烤鱼等

主打这一模式的门店。

传统的餐饮连锁门店也加快入局，比如，海底捞

下饭火锅菜、必胜客一人食披萨等等，都以小份模式

出现在大众视野。本地一些餐饮企业也积极响应市

场，比如细刘家厨、盛唐家宴等餐饮门店，纷纷推出

湘菜、粤菜等菜系的一人食套餐。

1. 不止因为单身 年轻人热衷一人食

一人食，在于尝鲜；大单品模式，胜于复购。

小龙虾、椰子鸡、辣椒炒肉……这两年，也有不少餐饮门店

将一两样餐品作为门店爆款主打产品，吸引消费者持续稳定的

复购。

根据《中国餐饮报告》此前的调研结果，在面对“大而全”和

“小而精”的餐厅时，63.3％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专门店”餐

厅，大单品优势可见一斑。

记者粗略检索发现，目前本地餐饮市场不仅有酸菜鱼、酸汤

鸡、椰子鸡等为招牌的大单品门店，也有更具湘菜特色的小龙

虾、攸县血鸭等口碑老店，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小龙虾，就是符合湖南特色的大单品之一。在株洲，诸如文

记虾一跳等餐馆，不仅通过爆款单品模式做出了口碑，还顺势在

深圳等地开店，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实际上，近年来，湘菜品牌的崛起中，“单品带动”现象突

出。比如费大厨辣椒炒肉、炊烟时代小炒黄牛肉、坛宗剁椒鱼头

等，以某一个爆款带动整体。

“靠大单品、招牌菜，对于顾客而言也能增强记忆，强化对品

牌的认知。”对此，本地餐饮行业从业者告诉记者，湘菜以炒菜居

多，强调锅气、热辣鲜香，随着这两年互联网传播效应和供应链

优化，也推动更多湘菜单品走出去，打造餐饮界的“单项冠军”。

株洲不少知名老字号、老口碑餐馆，已

经拥有相对更高的品牌价值，也积累了特有

的本地消费渠道和客群。

但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拉近与年轻人的

距离，让年轻人愿意按下“点单”键，是老字

号新的必修课。

比 如 ，在 株 洲 开 店 20 余 年 的 福 竹 园

餐厅，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发力互联网团

购等赛道，在线上平台主推招牌菜，并通

过 适 时 开 展 直 播 、短 视 频 推 介 等 方 式 讲

述 品 牌 故 事 ；帅 姐 醉 湘 则 通 过 短 视 频 展

示厨师厨艺、特色菜制作流程等，展示推

介美食。

互联网点评、大众口碑，也是这些门店

格外重视的环节，尤其针对消费者的意见建

议，这些门店都有专门的回复。

“以前餐馆要了解消费者建议意见，主

要靠面对面的交流，现在互联网公开化，更

利于我们管理层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解

决。”对此，本地一名餐饮行业从业者认为。

除了通过网络强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

互动，随着外卖、跑腿等模式愈加成熟，越来

越多大型餐饮门店也开启线上外卖模式，通

过口碑吸引年轻消费者试水下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45亿人，较 2022年 12月增长 2338万人，占

网民整体的 49.9%。

记者注意到，比如徐记海鲜、秀·隐湘宴

等中高端餐饮场所，都已开通低门槛的外

卖 。 比 如 徐 记 海 鲜 的 外 卖 起 送 价 格 为

20元。

“在这种知名品牌馆子下单，一顿饭也

只要花二三十元，性价比高，用料也更加放

心。”经常在这些品牌门店下单外卖的陈女

士告诉记者。

此外，这两年，这些老牌餐饮行业在

排队等座、点单、结账等环节，也利用互联

网平台提升服务便利程度。目前，本地很

多餐厅都通过信息化升级，鼓励消费者使

用线上点餐、结账等方式，提升餐饮服务

质效。

2.
做餐饮界“单项冠军”
大单品模式出圈

3 让年轻人按下“点单”键 老字号门店加速触网

小份量、多样化是一人食餐厅走俏秘诀。 记者/伍靖雯

一人食模式吸引年轻消费群体。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