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数据分析与标

注、算法选择与调优、模型训练、方案设计等，

都可以纳入人工智能训练师的专业范畴

人工智能训练师，听起来就很有未来感的职业。

10 月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数据智能公司海致科技，见

到了年轻的女工程师魏子沐。声音笃定，笑容沉静，

轻轻敲击键盘，一串串代码就像水流般倾泻出来。“搞

AI的姑娘果然气质不一般。”记者心里暗暗赞叹。

什么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相比算法工程师、大

数据工程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内容更丰富。”

子沐一边敲代码，一边解释，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

济，例如数据分析与标注、算法选择与调优、模型训

练、方案设计等，都可以纳入人工智能训练师的专业

范畴。

“我们的系统一般部署在用户的私有云上，咱们

今天就用模拟系统演示。”她打开演示软件举例，“最

近，我在金融项目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银行

开展反欺诈、反洗钱、贷后风险监测等风险管理，评

估预测客户行为。”

但是，银行系统里的相关数据量非常庞大，客户

的特征是什么、数据怎么开发，前期需要进行扎实的

调研，子沐不仅要掌握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也要对

金融业务的实际需求有深刻的理解。“分析数据的同

时，还要进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挑选算法。”子沐解

释，算法就像公式，公式越贴合数据本身的规律，预

测结果越准。

选好适合的算法，子沐就会把数据放进去，开始

“训练”模型的艰巨工作。

“怎么理解‘训练’这个动作？”记者觉得有些抽

象。子沐马上拿出纸和笔，画起了一棵树。她边画

边解释，人工智能的计算流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

起初大树只有主干，慢慢长起来分枝，向不同方

向伸展，支干上又分出大小的枝丫，最终成为繁茂的

参天大树。当把银行客户数据放进算法后，根据数

学原理，算法会自动往下一步计算，某个分叉口选

“是”就往这边走，选“否”就往另一边走，最终形成一

套决策流程，清晰展示着一些概率和预判结果。

“那么，你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呢？”记者不解

地问。“这棵树总共多高、到什么时候停止生长，都

可以由人工智能训练师设定，算法会基于人的设

定，自动判断树在哪些‘路口’分叉。”子沐讲得很

生动，“换句话说，即使我和另外一位人工智能训

练师用一样的数据和算法，但因为我们对业务场景

的熟悉程度不同，进行模型训练时设定的参数存在

差异，最终分析结果也会不同。这既跟工程师的技

术水平相关，也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对行业知识的

沉淀密不可分。”

最终，演示系统的屏幕上弹出来一份模拟“评分

卡”的结果，以图谱的形式展示，哪些人逾期还款的

风险高，哪些风险低，银行最好做出哪些应对……

人工智能服务金融，主要就体现在利用数据智能技

术，防范金融风险、甄别欺诈行为、提升精细化服

务、降低成本等方面。

“整个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我

非常赞同技术向善的观点，能尽我所学帮助传统行

业提质增效，为人们带来更精细化和高质量的服务，

这是我工作的动力。”子沐说。

子沐今年 26 岁，学数学出身，去年又读完了硕

士。但她依然保持着时刻学习的状态。“想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人工智能训练师，除了数学和计算机能力

扎实，还要跟得上知识更新的步伐。”

人工智能训练师魏子沐——

技术向善，更有满足感
本报记者 刘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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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蔚来汽车救援员杨志，利用移动

电源车为一台低电量新能源汽车充电。

本报记者 韩 鑫摄

图②：人工智能培训师魏子沐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刘诗瑶摄

图③：食品安全管理师程巍，在做糕点菌

落总数的检测试验。

本报记者 林丽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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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金秋十月，又一批应届毕业生踏上求职

之旅。富有时代感的新职业，让他们的就业

选择更加多样，未来空间更为广阔。人社部

的数据显示，未来 5 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

庞大，物联网安装调试员需求近 500 万、云计

算工程技术人员近 150 万、农业经理人近 150
万……新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把自身的

能力与社会的细化需求匹配起来，在为他人

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新职业打开新赛道，提供了新选择，但要

变成康庄大道还有待各方共同努力。要让新

职业更好更快发展，需要相关配套政策保驾

护航。新职业之所以“新”，不仅仅体现为新

技术、新趋势、新需求，也在于其新发于硎、初

露锋芒。处于起步阶段的新职业，尤其需要

制度来保障发展、需要法律来规避可能出现

的误区，更需要人才培养体系与之匹配衔接。

当前，一批又一批新职业被及时纳入国

家职业大典，就是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的一

种有效尝试。未来，还需要及时出台新职业

的从业资格、工作标准、工作条件等相应规

范，保证从业者行为的合法合规。更重要的

是，面对社会对新职业人才的求贤若渴，需要

教育部门和职业院校提供相应的人才教育培

训体系，增加人才供给。一方面，要设置新职

业相关专业，提高新职业人才培养质量；另一

方面，应引导相关企业参与新职业的发展，实

现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引领人才教育体系发展。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要想在新

职业发展中风生水起，劳动者个体的努力必不

可少。就像本期记者体验采访的几名从事新

职业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断

学习新知、不断更新迭代，永远以奋斗者、奔跑

者的姿态前行，刻录下自己的时代印记。

新职业的兴起是新时代活力奔涌、动能

澎湃的生动例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迈向高

质量发展，一个又一个新职业将实现从无到

有的生长、从有到好的蝶变，为奋斗者标注美

好生活的方向，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源

源不竭的动力。

新职业

新活力

新动力
李心萍

今年国庆假期，沿着订单一路向北，承德、

塞罕坝、锡林郭勒，走了 3000 多公里，给出游

的车主们提供充电救援服务

“‘叮——’您有新的订单！”来活了！上午 9 点，蔚

来汽车救援员杨志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接单软件，确认

好车辆位置和需求，开着自己的救援车，出发了。

与想象中大多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救援场

景不太一样，这次的救援地点在一处写字楼的地下停

车场。

“车主留言说明天要开长途，又来不及充电，请我

们帮助救援，从取车到归还，整个过程必须在两小时

内完成。”杨志一解释，记者顿时觉得时间紧张起来。

他却成竹在胸，先四下环绕车身，再细细查看车舱，确

保一切无虞后，上传巡检视频；此时，系统已根据电池

电量、附近充电设备，自动匹配出最优解决方案——

先换电再充电。

“时间等不得，活也急不得。”驾车前往换电站的路

上，见记者心生疑虑，杨志向记者展示手机后台，换电

排队情况、所需充电时间全都一览无余。完成全部流

程后，杨志抬手看了看表，“提前半小时完成任务！”

救援服务保障依赖强大的技术，更仰仗丰富的经

验。喝水的工夫，杨志的手机又响了。“车主的新能源

汽车电池电量不足 10%，困在原地动不了，必须开移

动电源车去！”话音刚落，杨志跃上了不远处停放的一

辆白色依维柯，招呼记者赶紧上车。

车行十几分钟，稳稳停靠在呼救车辆前方一米

处。打开依维柯后门，一切豁然开朗，原来车上装载

着两块满电的电池包，一头连着前舱的电箱控制器，

一头盘着 3 米多长的输电管线。

“别看这家伙有些笨重，充电效率比固定充电桩

快多了！”说话间，杨志麻利地扯起输电线，插入充电

口，不一会儿信号灯闪烁，眼前的车重新“复苏”了。

“帮车主克服‘里程焦虑’，也是一种救援。”充

电的间隙，杨志指着身边的移动充电车说，“订单在

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今年国庆，我沿着订单一

路从承德向北，过塞罕坝，最后到了锡林郭勒，走了

3000 多公里。每天开着它给出游的车主们提供充电

救援服务，最多的一次，十几个订单连轴转，一天一夜

没合眼。”

“强度这么大，累不累？”“苦中作乐嘛！到处走还

能到处看哩，工作两年多，北京周边的景点没有我没

去过的。”杨志哈哈一笑，转头又严肃起来，“你瞧，现

在救援就一部手机、一个工具箱、一身工作服，可里边

的学问多着呢。设备全部数字化，看不懂代码就上不

了手，操作要求标准化，连上螺丝的扭矩都有精确要

求，没两把‘刷子’还真上不了路。”

“那怎么才能当好汽车救援员呢？”“一页页啃书，

一点点琢磨呗，要向技能讨进步。”“叮——”电池刚满

格，新订单又来了，踩一脚油门，杨志又上路了。

新能源汽车救援员杨志——

订单在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
本报记者 韩 鑫

食品安全管理师是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加

强版。从人员、机器、物料、方法、环境、测量 6
个方面进行监督管理，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更健康、更高兴

舌尖上的安全跟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食品安全

管理师这个新职业，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和过去的

食品安全管理员一样吗？作为新职业，新在哪儿？

带着好奇，10月12日，记者来到北京市东城区御茶膳

房的手工食品加工车间，体验一天食品安全管理师工作。

“过去叫‘管理员’，现在叫‘管理师’，标准更高、

责任更大。”食品安全管理师程巍笑着解释。

这位 27 岁的东北姑娘，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家企

业。“入职 4年来，公司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软硬件不断升级。今年 3 月，一看到能认证食品安

全管理师，我就报名考试了，自己也得升级。”

是什么催促着程巍和店家不停地自我迭代？“食

品行业变化很快，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不升级就被

淘汰了。”程巍说，“现在您关心的也不是能不能吃饱，

而是能不能吃好吧？”

程巍拿起一盒糕点说：“这是我参与研发的，也是

卖得最好的有机系列产品。现在的消费者关心含糖量、

农药残留等健康指标，我们就研发了这些低糖、有机产

品。油、糖的含量几经下调，不停地在口感和健康中找

平衡，最后才找到外皮酥脆、口感微甜的比例。”

说话间，我们走到了食品加工车间门口。“检测是

我日常的主要工作，每天每批次产品都要抽检。我带

你进车间从取样开始体验。”

正要跟着程巍进入换衣间，她突然问道：“你有健

康证吗？”记者顿时愣住：“只有健康码，没有健康证。”

“那你不能进车间，不符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规定！”

就这样，记者被采访对象“拒之门外”，只好透过加

工车间的玻璃幕墙观察程巍。戴好发网、口罩，换上工

服，套上鞋套，从风淋室进入车间，在之前洗手消毒的

基础上再往双手喷洒消毒液，才从车间成品架上的糕

点中随机选取了检测样和备样。

取样完毕，记者又和程巍会合，一起来到二楼品

控室。这里更像一间生物实验室。她麻利地鼓捣着

各种瓶瓶罐罐。“这是灭菌罐，这是调配好的盐水、琼

脂，这是培养箱，大肠杆菌需要培养 1 到 2 天。每个品

类要检测 5 遍，一检测大半天就过去了。”

大量重复着一遍遍的化验，会不会觉得无聊？

程巍笑了：“你看培养皿里的琼脂，有黄色有红色，还

挺好看的，这里面隐藏着食品安全的密码，关系生命

健康。我是解码人，也是把关人，还挺有成就感的。”

别人眼里的单调，在程巍看来是色彩斑斓。“食品

安全管理师是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加强版，要从人员、

机器、物料、方法、环境、测量 6 个方面进行监督管

理。”她说，“现在有了国家的‘官方认可’，我的职业发

展空间更大了，希望将来有机会参与一些标准的制

订，提高整个行业的食安水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更

放心、更健康、更高兴。”

食品安全管理师程巍——

既是解码人，也是把关人
本报记者 林丽鹂

新时代活力奔涌，代表着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新职业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就业形态正朝着高价

值、数字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近年来，人社部已发布 4批 56个新职业，还有

更多尚未列入新职业的新就业形态正抽枝长叶、向阳而生。本期走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体验采访人工智能

训练师、新能源汽车救援员、食品安全管理师，带您感受新职业蕴含的澎湃活力。 ——编 者

走
近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
下
）

新
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赛
道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