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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5日前六安市公安局叶集分
局交通管理大队拖移扣留的机动车 (摩托
车、电动车)，至今仍有部分车辆当事人未
到叶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2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请车辆所有
人、当事人于3个月内携带相关有效证件，
速到叶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理，
逾期未处理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07条规定依法
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六安市公安局叶集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公 告

(上接一版）2024年兑现企业各类扶持资金1 . 3亿
元，帮办代办事项530余件，真正实现“无忧办”助
企“办事无忧”。

在许多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遭遇融
资难的问题。安徽玛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2023年10月成立的新兴制造企业，在厂房建设、
设备采购的关键阶段遇到了资金缺口困难。得知
这一情况后，霍山经济开发区联合邮储银行共同解
决企业融资难题，针对新设企业普遍存在的“信用
白户”难题，创新采用“跨域信用嫁接”模式，通过将
关联企业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数据纳入授
信评估体系，仅用7个工作日便完成从尽调到放款
的全流程，在2025年春节前实现1000万元资金精准
到位。

“为深化政银企合作、优化营商环境，邮储银
行霍山县支行创新实践‘一企一策’服务模式，为
园区企业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这一
创新实践不仅彰显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
责任担当，更探索出了一条破解新设企业融资困
境的有效路径。”霍山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为企
服务中心主任陈华龙说。

从“被动等客”转向“主动服务”，从“标准产
品”走向“定制方案”。霍山经济开发区联合邮储
银行通过转变服务理念，不仅为小微企业注入发
展新动能，更通过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重塑
县域经济生态，为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技改赋能，产业焕“新”。霍山县通过建立“一
企一策”服务机制，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为企
业技改提供全方位支持。2024年，全县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突破100家、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6
家。全县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4亿元，完
成技改投资39 . 3亿元、增长22%。技改让企业实
现产能倍增、效益跃升，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制造”变“智造”
企业“加速跑”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 张辛欣)机器
人迈着“猫步”走进秀场，AI软件可以进行智能
制版，D e e p S e e k成为设计师的“私人助
手”……当科技遇到时尚，不断碰撞出火花。

时尚是对美的追求，服装产业是“美丽经
济”。在行业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中，AI正在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日举行的2025中国服装论坛及各类时
尚活动上，人工智能成为业界热议的关键词。有
数据显示，预计到2028年，全球AI时尚市场规
模将达到49 . 5亿美元。新技术正在为“美丽经
济”解锁新玩法。

新体验，来一场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把服装和模特的图片选好，点击屏幕，即可
生成时装展示的视频。在论坛现场，国内女装品
牌歌力思董事长夏国新演示了AI在时装呈现
中的应用。

和以往分享流行趋势、品牌资讯不同，这位
深耕行业几十年的企业家在讲话中频频谈及蝶
讯AI设计师、可灵等软件工具。“AI给服装及时
尚设计带来的变化简直超乎想象！”夏国新感叹
道。

科技变革日新月异，新技术总会带来新体
验。

3月26日，上海新天地秀场。人形机器人走
起“猫步”自带气势。近期多个品牌发布秀上，机
器人或走上T台，或进行创意展示，为时装发布
增添浓浓科技味。

不只是秀场，在时尚产业的多个环节，都上
演着科技与品牌的双向奔赴———

与AI同创。一位年轻设计师说，自己在
DeepSeek给出的诸多灵感中，受机械元素启
发，用齿轮转动的设计方案来展现未来主义风
格。

用AI制版。AI服装设计软件“画衣衣”负责
人告诉记者，企业尝试用人工智能赋能制版环
节，通过扫描设计师图稿、调整参数，系统就可
将“平面图纸”转为“立体制造”。

AI虚拟试衣。在淘宝等多个电商平台，进
入商品页面，点击试衣按钮，就能线上“试穿”了
解服装的剪裁和效果。AI试衣技术与电商的合
作，成为时下潮流。

“人工智能正全面融入服装业的每个环节，
为创作、生产和消费带来全新体验。”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在行业新旧动能转
换期、发展模式转型期、消费需求转变期，要用
好技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产品、服务用户、构
筑优势。

新模式，追求产业链智能协同

对服装业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是酷
炫的体验，更有生产流程的重塑和产业逻辑的

变迁。
论坛上，国内西装制造企业大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冬梅分享了来自生产一线的
AI实践———

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大杨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连接起1600家店铺和2300家面料商，量体
数据、材料备货等资源智能导入，一件定制西服
从下单到制作完成只需几个工作日。“我们正从
代工厂变成‘私人裁缝铺’。”胡冬梅感叹。

因为AI的加持，更多互联网平台、渠道商、
供应商构建起新的连接，“智联体”的概念正在
业内走俏。

“我们正探索以‘通用大模型+专业模型’
的方式解决生产、销售、服务中的问题。”
Style3D创始人刘郴说，在完成设计环节后，制
造商可以引入制版模型生成版型，面料商可以
调用面料模型进行材料设计匹配。以AI为“丝
线”，正串联起产业每个环节。

“‘大模型+垂直小模型’的模式，增强了机
器对行业的理解，也不需要依赖超大规模的算
力。”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恒进认为，通
过较低成本部署AI的探索，正加快推动行业智

能化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明确，将加快推动人

工智能在消费品工业的融合应用。
“这种融合应用归根结底是以‘效’为核心

锻造供应链。”孙瑞哲说，产业要适应时尚周期
变短、产品迭代加快的现实，将供应链架构于
AI等新型基础设施之上，打造智慧柔性的全产
业体系，释放数字技术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
用。

新理念，科技与时尚紧密融合

业内人士认为，AI不仅带来了新的工具，
也促使产业重新思考创意的本质，科技与美的
结合正赋予行业发展更多新理念。

推动文化与产业更好结合———
不久前，丝绸品牌万事利发布了“AI花型

交互智能体”，借助AI算法，“春和景明”有机融
入设计稿中。企业负责人说，通过AI技术，设计
师可以从海量花型数据中读取美的规律，极大
丰富了创意的供给。

有报告预计，2025年我国国潮服饰市场规
模将达到2500亿元。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中

国文化、中国设计加快赋能中国时尚。
“新技术让我们有了更多方式表达传统文

化、东方哲学理念，并使其产生商业价值。”
在服装品牌之禾创始人叶寿增看来，人工智能
将设计师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专注
创造价值。之禾正在尝试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与
全球时尚产业的合作，深化与用户的情感联
系。

让绿色、环保理念更加深入———
论坛上，多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

智慧工厂的升级。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
推动构建低碳、透明、可持续的供应链，为行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

孙瑞哲说，预计到2026年，可持续服装市
场占比将增长至6 . 1%。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鼓
励企业深化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中的
智能化应用，拓展绿色消费场景，在含碳量下降
的同时实现含金量的增长。

“科技与时尚不是割裂的存在，而是有机整
体。”孙瑞哲说，要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力、文化引
领力、责任导向力，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义产业
的价值创造模式。

AI遇到时尚，中国服装业开启“趣”与“美”

4月3日，游客在
江苏省高邮市湖上
花海景区赏花游玩
(无人机照片 )。春风
和煦，草木蔓发，人
们走出家门，踏遍春
色，共赴人间好时
节。

新华社发 (周社
根 摄)

共共赴赴人人间间好好时时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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