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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豹小豹，请带我去礼品馆。”话音刚落，

一只方脑袋、大眼睛的机器人便迎了上来，一

边自我介绍，一边缓缓带路。到达终点后，它

停下来细心讲解，引导游客边听边看，引来一

阵围观点赞。

眼前的特殊“讲解员”，是北京一家博物馆

最近投运的服务机器人。“这位‘聪明’的机器

人并非天生这般‘多才多艺’，如何让机器人

‘开窍’便是我们的工作。”猎豹移动公司服务

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郑悦说。

郑悦口中的“让机器人‘开窍’”，是通过对

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功

能进行适配、安装和调试，引导它们在具体应

用场景中顺利工作，“一句话，机器人服务于

人，而我们服务于机器人。”

郑悦开展工作前，先要充分了解客户需

求。“是否配置在同一层”“接待点设置在什么

位置”“想要实现哪些功能”……“事先沟通清

楚，到现场部署才能事半功倍。”郑悦举例道，

有些客户希望对机器人外形进行改造，但机器

人表面分布着雷达和红外感知系统，这就需要

将客户需求及时反馈给产品研发团队，在不影

响设备使用的前提下完成个性化定制。

作为客户与研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名合

格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必须对产品性能

熟稔于心。“猎豹移动公司的服务机器人‘双

腿’采用自主研发的室内导航系统，可以自主

优化路线、主动避障，但爬坡倾斜度不能高于

8 度，这就对场景地形有一定约束。”谈及产品

特性，郑悦如数家珍。针对客户关心的续航能

力问题，他总能及时回应，“机器人每天至少可

以工作 8 小时，通过设置自动回充，便能实现

全天续航。”

服务机器人，关键在应用。“机器人入场后，

才是我们真正显身手的时候。”郑悦在平板电脑

上打开猎户智能机器人云平台，“绑定相应账号

后，博物馆想要实现的场馆介绍、人机互动和地

图导览等主要功能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通过视觉识别系统，只要感应到有人迎面

走来，服务机器人便会自动唤醒，这时就需要

激活它的第一项主要功能——人机互动。只

见郑悦在平台上点开问答语料库，迅速输入博

物馆事先准备好的问答素材。“要将搜集到的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法‘投喂’给机器人，让它根

据算法学习问答中的对应关系，才能避免出现

答非所问的情况。”

“小豹小豹，介绍一下博物馆。”郑悦在平

台上点击“发布”，一旁的机器人便操着可爱的

童音，流利地讲解起来。“目前的语料不可能穷

尽游客的所有问法，但它会在实践中深度学

习、不断优化，变得更加‘聪明’。”郑悦笑道，“这

就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对于博物馆而言，智能导览必不可少。“让

机器人引路，首先得教它认路。”说着，郑悦打

开机器人的雷达系统，引导它在通行区域兜兜

转转，透过它的“眼睛”，一幅完整的博物馆地

形图逐渐呈现在云平台中。“建图完成后，还要

二次编辑地图，设置禁区，才能保证机器人‘规

行矩步’。”

“一名称职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应

该是机器人的教习员，既帮它‘开蒙’，也助其

进步。”从业 5 年多，郑悦见证了服务机器人

的进步——从最初人脸识别不够精准，到现

在能在人群中准确区分性别年龄；从早期避

障 功 能 较 弱 ，到 如 今 能 在 人 流 中 穿 梭 自 如

……这背后是应用技术员一次次的需求反馈

和辅助优化。

减少手动设置、地图自动切换……在郑悦

的工作日志上，记录着客户新的需求。“只有服

务机器人更‘聪明’，能应用到更多场景，才能为

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这也是我们的努力

方向。”郑悦看好自己的职业前景。近些年，随

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以及人力成本上升，他明显感觉到各行业对

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快速增加。猎豹移动公司智

慧教育板块正与多家院校进行专业共建，致力

于向社会输送更多专业技术人才，“相信不久便

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进来。”郑悦说。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郑悦——

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
本报记者 韩 鑫

初夏时节，在北京还要穿着秋裤工作？“你

在这待一天，可能觉着冬暖夏凉。其实这里潮

湿阴凉得很，一到雨季顶上还会渗出水珠。像

我们长期巡检的，都穿着秋裤保护关节，一年

到头只有 7、8 月份才脱下。”听到记者的问题，

管廊运维员刘冬起笑着解释。

刘冬起巡检的地方在地下 18 米，位于北京

通州运河商务区地下综合管廊。别看管廊隐于

地下，却是城市“生命线”。在这个“地下城”里，

供水、供电、通信、热力、垃圾管道各自有一个

“大房间”，分类别依次排开。说起地下管廊的

功用，刘冬起很自豪：“因为有了地下管廊，我们

才看不到过去在空中交织的线路‘蜘蛛网’，以

及开开合合的‘马路拉链’。”

今年 52 岁的刘冬起，穿着反光背心、戴着白

色安全帽，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起随身工具：

“瞧，这是电笔、十字刀、手电筒，这是扳手、螺丝

刀……都是巡检时必不可少的。”

巡检正式开始，首先进入的是水舱，高约

2.8 米、宽约 3 米，两侧分别是自来水管和再生

水管。往前走了一会儿，出现一个扶梯，刘冬

起 爬 了 上 去 ，“ 这 里 是 设 备 夹 层 ，布 置 了 部 分

通 风 和 电 气 设 备 ，每 次 都 需 要 爬 上 来 看 看 是

否 运 行 正 常 。”有 一 回 ，他 发 现 应 急 照 明 柜 里

的电池过热，幸好及时处理，避免了潜在的安

全隐患。

“其实，我们的工作有点儿像中医的望闻问

切，眼睛、耳朵、鼻子都得保持高度敏感。”刘冬

起介绍，比如闻一闻是否有异味，听一听是否有

漏水，“尤其要注意管道是否有漏水声，进入汛

期，一旦发生漏水，将严重影响管廊内设备和管

线的安全使用。”

来到气力垃圾舱，这里“住”着直径约 50 厘

米 的 蓝 色 管 道 。 本 来 还 很 静 谧 ，突 然 ，“ 倏 倏

……”的声音传出，“是不是管道有什么异常？”

他告诉记者，这其实是气力垃圾收集系统输送

垃圾的正常声音，“当投料口垃圾达到一定数量

后，站房风机产生负压，会通过蓝色管道以每小

时 70 至 80 公里的速度将垃圾送到处理终端，满

负荷运行后，每天可以收集 20 多吨垃圾。”

一个舱的管道大约 1.9 公里长，巡检大概需

要花 40 多分钟。“我们进行巡检，通风、排水、电

力、消防等专业啥都得懂一些。”刘冬起告诉记

者，他们一周要把 5 个舱完整巡检两遍，大概要

走 20 公里，每年算下来要走 1000 公里。

“地下空间这么封闭，5 个舱来来回回，除了

管道就是设备，枯燥吗？”记者问道。刘师傅一

边检查设备，一边回答：“每天下来看看，都有感

情了，像朋友一样。”

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不少智能化设备

辅助运维工作。比如，电力舱布置的感温光纤，

可以实时感受舱室温度，超过温度阈值时报警，

并联动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灭火。刘冬起坦

言，随着智能化程度提升，管廊运维员还要学习

更多的新知识。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开工建设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超过 5000 公里，对管廊运维员的需

求也在增加。今年 3 月，由广州广钢金业集团发

起申请，管廊运维员正式纳入职业大典成为新

职业。在这个地下综合管廊，和刘师傅一起干

管廊运维的还有 30 多个人，最年轻的 30 多岁。

当记者问起对于管廊运维员这个新职业有什么

感想时，刘冬起抿了抿嘴，有些不好意思地回

答：“其实就是踏踏实实干活，但发布正式的职

业名称，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认可，也相信这个

职业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管廊运维员刘冬起——

把脉城市地下“生命线”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一项项改

革举措纷纷落地。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即将上线交易。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有关部

门会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分配给企业碳排放配

额，如果企业排放超标，需要去碳市场购买超标

的排放额度，若企业排放未超标，则可以卖出富

余的配额获取收益。这样的市场机制，将更好

地促使企业主动减排。

道理好懂，可这碳排放看不见、摸不着，怎

么衡量企业排了多少？谁来核算排放量？一个

全新职业——碳排放管理员，应运而生。

戴好安全帽和口罩，早上 8 点，记者跟随国

家能源集团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

司碳排放管理员胡永飞，走进江苏某火电厂。

“ 请 你 们 来 ，是 想 给 厂 里 的 碳 排 放 算 个‘ 明 白

账’，看看到底会不会超标。”火电厂设备部主管

开门见山。

“行，抓紧碰头吧。”胡永飞走进厂办公室，

管生产、经营、运行、化验、燃料、财务的 20 多名

部门负责人都到齐了。

“为了算准碳排放，我需要化验班提供煤质

化验原始记录、燃料部提供燃煤购销存记录、运

行部提供生产月报、财务部提供采购发票……”

向大家分配完工作，胡永飞转头告诉记者，碳排

放管理可是个精细活，必须明白掌握各部门生

产运行情况，很多数据都关乎排放量，直接影响

企业效益。“每个月、每天的数据都不能漏，锱铢

必较！”

胡永飞一看表，已是上午 10 点。“走，去各部

门转一圈。”走进设备部，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

摞报表，他拿起一叠，逐页翻看。“缺去年 10 月份

的？”“对，我们正在找。”设备部工作人员回答。

“报表一份都不能缺，先把电子版发给我。”他叮

嘱道。

拿完设备部的数据，胡永飞马不停蹄赶往

燃料部：“我看你们的购销存记录，上月购买 60
万吨煤，为什么运行部提供的盘煤报表是 59 万

吨，相差 1 万吨？”不一会儿，他又来到化验班抽

查化验数据，并用手机拍照存证。

“为确保每项数据完整准确，有时还要交叉

比对核验。”胡永飞说，“生产运行数据五花八

门，不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很难看懂、查清，碳排

放管理可是个技术活。”

成为一名合格的碳排放管理员，不但要熟

悉碳排放、碳交易等政策情况，还要学习工程热

力学、热能与动力工程等专业知识，公司系统培

训后，至少还得锻炼 1 年，才能独立上岗。

各部门转完，又过去 2小时。顾不上吃午饭，

胡永飞快步走进厂房，查看监测设备情况。穿过

轰隆隆的发电机组，走进电子设备间，他一一记

录电表编号、精度和发电量；随后他又走进燃料

控制中心，查看运煤皮带秤数值；走进锅炉油罐

区，查看流量计，计算油料库存……胡永飞来回

穿梭、上楼下楼，手机里的步数噌噌上涨，很快超

过 1万步。“碳排放管理也是个体力活啊！”

当各类数据都汇入电脑，胡永飞很快得出

了火电厂的供电排放强度。作为 1000 兆瓦的超

超临界纯凝机组，业内常规的碳排放强度约为

0.8 吨/兆瓦时，这家火电厂排放强度低于该数

值，意味着电厂的配额将会盈余，未来可以在市

场上出售获得收益。

这家火电厂做对了什么？“我认为得益于在

燃煤化验环节，企业严格开展了燃煤元素实测，

有些电厂不重视这项工作，导致数据超标，排放

强度可能会高出 30%。”胡永飞说，相关企业应重

视碳排放问题，确保实测数据准确，否则将付出

很高的碳排放成本。

走出厂门，已是下午 5 点。接下来一周，胡

永飞还要撰写详细的分析报告，为企业调整策

略、节能减排提供科学参考。尽管一天下来一

点没歇，他仍然干劲十足：“碳达峰、碳中和的大

目标要落地，找准排放数据是基础。有我们在，

夯实基础就有了执行人，绿色发展的脚步才能

迈得更坚实。”

碳排放管理员胡永飞——

为碳减排做本“明白账”
本报记者 邱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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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饮师、易货师、碳排放管理员……日

前，我国发布了第四批 18 个新职业。至此，

我国已有 4 批共 56 个新职业落地。

过去，我们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曾感

到担心，怕“机器换人”会让一些传统职业走

向消亡，从而对就业市场带来冲击。然而，

在新技术的支撑下，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日

新月异，一批新产业应运而生，反而拓展了

就业空间。

新技术在可能减少一批岗位需求的同

时，也在创造更多新岗位。以最新的这批新

职业为例，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集成电路

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硬件装调员、工业视觉系

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变革催生出的

新职业，占到新公布 18 个新职业的近一半。

新职业不仅数量多，而且每个新职业的

“含金量”更高，前景更广阔。以服务机器人

应用技术员为例，如今能自己坐电梯送餐的

机器人、会做菜的机器人、会调咖啡的机器人

等各种新型服务机器人频频出现，但每台服

务机器人都需要经过技术员的安装、调试，才

能适应工作场景，高效工作。服务机器人或

许替代了一些体力劳动职位，却创造了知识

含量更高、薪酬水平更高的新职位，带来了新

的就业机会。

新产业还让不少老手艺“摇身一变”，迎

来新的春天。十几年前遍布街头的自行车

修理匠，曾被认为是即将淘汰的职业。然而

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修理匠再次热起

来，被各家共享单车企业招入麾下，成为重

要岗位。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技术在革

新 、产 业 在 升 级 、生 活 在 改 善 、环 境 在 变 美

……每一个变革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酒店

试睡师、微电影策划、私人旅行策划师、云客

服……这些新奇的职业，10 年前尚不存在，

如今却是不少企业争相招聘的当红工种。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新经济蓬勃发

展，使新职业涵盖了制造、餐饮、建筑、金融、

环保、新兴服务等多个行业，又成为这些产业

不断蝶变的推动力。

职业的变迁，让我们看到变化中孕育的

新机遇。人社部分析报告显示，未来 5 年，我

国对供应链管理师的需求总量将达 600 万人

左右；对农业经理人的需求总量达 150 万人

左右；无人机驾驶员需求量近 100 万人；工业

机器人系统运维员需求量 125 万人左右。只

要我们积极拥抱新变化，依托新动能的发展

顺势扩大就业，满足市场新需求，就能有效缓

解就业压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新旧动能加速转

换的背景下，新职业的涌现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快，但新职业在就业总盘子里尚未

形成规模效应。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引导劳动

者及时转变观念，学习新技能，跟上时代进步

的步伐。新的就业机会就在那里，需要我们

牢牢抓住。

新岗位
新机遇

李心萍

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背景
下，新职业的涌现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快，但新职业在就业总盘
子里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就需要
积极引导劳动者及时转变观念，学
习新技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

■观象台R

图①：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郑悦正在现场调试机器人。

受访者供图

图②：碳排放管理员胡永飞在碳排查现场布置工作。

受访者供图

图③：管廊运维员刘冬起在巡检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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