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郑书好（右）在企业制造工厂了解新能源汽车电机零

部件的合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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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郑书好在实验室工作。

王 凯摄

①①

②②

1919 民生民生2023年 2月 17日 星期五

■多棱镜R

■民生服务港R

本版责编：李心萍

版式设计：沈亦伶

今年春节假期刚过，开工首日，新能源汽车工

程师郑书好早早到岗，对即将量产的新车型进行最

后的优化调整，“去年公司新能源汽车交付量同比

增长 34%，今年两款新车型顺利量产后，预计销量

还会创新高。”

回眸 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创下又一

个“丰收”：全年产销分别完成 705.8 万辆和 688.7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96.9%和 93.4%，出口同比增长 1.2
倍，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

将观察的周期拉长，过去 10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高速成长，连续 8 年销量居全球第一；相关

专利数超 3 万件，占全球比重达 70%，技术不断取

得新突破。

拔节声里知丰年。短短数载，我国新能源汽

车实现从小到大、由大变强的产业飞跃，这背后离

不开一个日渐壮大的新兴职业群体——新能源汽

车工程师。身处其中，郑书好满怀憧憬：“用心做

好每一次迭代优化，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

添砖加瓦！”

潜心突破技术瓶颈

历经上百次软件迭代，助
力续航里程再上新台阶

冲压、焊接、涂装……2 月 10 日，步入企业的总

装车间，一台台全自动机器人正紧张作业。生产信

息屏上，当日计划排产数不断跳动。“尽管有春节假

期，但 1 月份电动汽车交付量保持稳定。”郑书好告

诉记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像发动机对于

燃油车的重要性一样，电驱系统是将电能转化为

动能的关键，可以将之比作新能源汽车的“心脏”。

“ 电 驱 控 制 器 如 同 新 能 源 汽 车 的‘ 中 枢 神

经’，只要算法达到最优，就能驱动电机以最小成

本实现更高效运行，让续航里程再上新台阶。”郑

书好说。

作为电驱技术的项目经理，郑书好挑起重担，

带领团队致力于将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增

加到 500 公里以上，这也是当时的市场痛点之一。

自研电驱核心算法是第一道难关。“完成几十

万行代码规模的电驱软件开发，需要极高的团队协

作水平，稍不留神就会耽误项目交付进度。”郑书好

回忆，对此，团队推动 IT 部门研发在线项目管理系

统，通过加强数字化管理，使得研发交付效率提升

近 40%。

闯过管理的关隘，还要突破技术瓶颈。“提升续

航里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难免‘按下葫芦浮起

瓢’。”郑书好举例，为提升电能利用效率，公司研发

了全新电机，但功效上来了，车主体验感却变差了，

不仅低速时车辆会抖动，高速时还会产生噪声。“经

过反复验证、七八次改动设计，最终以软件优化达

到了抑抖降噪的目标，让驾驶体验更良好。”

前后历时半年，历经上百次迭代，续航里程从

500 公里成功攀升至 510 公里。“产品的竞争力在于

每一次的极致努力，哪怕只提升 1 公里，付出的努

力也是值得的。”郑书好说，推向市场后，公司的新

车型广受好评，2022 年在高端纯电市场销量位居

前列。

拥抱智能网联新趋势

研制高效智能电驱平台，
让新能源汽车变得更“聪明”

新产业，往往饱含新期待。电动化风潮方兴未

艾，智能网联的浪潮又滚滚而来。

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变得更“聪明”？郑书好团

队的答案是：通过电驱软件的在线升级，让电动车

进化出更多智慧功能。

“不同于智能座舱、车载娱乐系统等可观可感

的智能场景，电驱软件更像是‘幕后英雄’，通过深

度学习，让汽车更懂你。”郑书好解释。

让汽车“自我学习”，是一场时度效的综合考验。

“在线升级新功能，要做到快准稳。”郑书好说，

研发新功能时可以细细打磨，但对车主而言，一旦

上线，就要够快。

更 新 提 速 的 背 后 是 电 驱 软 件 系 统 在 默 默 显

效。“通过搭建一套先进的工具链，实现自动化软

件测试，我们的设备可以入夜错峰检测，实现效

率翻番，从而及时检出程序故障和功能缺陷，更

快 实 现 功 能 优 化 。”郑 书 好 介 绍 ，以 前 上 线 新 功

能，客户需要等待两三个月，现在不到一个月就

能体验。

植根于日益强劲的电驱软件系统，新能源汽

车的智能生态不断滋长繁茂。“去年底，我们推出

的新车型就上线了一系列智能网联新功能，搭载

我们研制的第二代高效电驱平台，不仅整体能耗

进 一 步 优 化 ，还 为 车 主 创 造 更 佳 的 智 能 乘 车 体

验。”郑书好充满信心。

登上国际竞争新舞台

不断优化算法，靠竞争力
在海外市场拓销路

乘着电动化、智能网联化的东风，快速成长蜕

变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有了新目标——加速出海，参

与全球汽车市场竞争！

多款新车型在德国、荷兰等国开启预订，占地

近 1 万平方米的欧洲能源工厂在匈牙利落地，10 座

换电站在欧洲多国布局上线……拿着厚厚一摞材

料，郑书好向记者梳理公司近年来的出海成绩单，

从产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到技术走出去，蹄疾步

稳、不断开拓市场。

亮丽成绩单的背后是更鲜明的技术底色。

“物美价廉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但国产新能源

汽车能够在国外大卖，靠的不只是价格，更多是依

靠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在郑书好看来，作为新能源

汽车的核心部件，电驱系统做到全球领先，才能在

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锚定技术创新，以定制化生产打开海外销路。

“不同国家的驾驶场景和操作习惯不尽相同，这就

要求有针对性地优化升级电驱软件。”郑书好举例，

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汽车长时间高功率运行，对

续航能力提出更高挑战。

“通过不断优化算法，我们实现了以软件控制

传感器对电机、轴承等元器件进行温度监控，一旦

过温便会自动开启保护装置。”郑书好介绍，优化算

法还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能耗，助力新能源汽车打开

欧洲市场。

对 标 国 际 标 准 ，攻 克 认 证 难 关 ，夯 实 出 海 基

础。“站上全球舞台，不能打无准备之仗。”郑书好告

诉记者，不少欧洲国家对汽车电子方面的安全性要

求较高，顺利挺进欧洲市场，达到国际标准是必须

跨过的门槛。

“历时两年多，经历几十种验证策略，我们终于

在第二代电驱平台上实现了安全功能国际认证。”

指着一旁的新款车型，郑书好踌躇满志，有了标准

护航，新产品定能在海外市场再创佳绩。

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名

片”。数据显示，目前在欧洲，每 10 台新能源汽车

就有 1 台来自中国。

新一年，新的目标。郑书好对投身新能源汽车

新赛道更加坚定：“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

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政策支持强劲、市

场需求旺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

好时代，作为新能源汽车工程师，我将更加主动投

身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洪流，不断加快技术创

新，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工程师队伍不断壮大——

奋发有为投身新赛道
本报记者 韩 鑫

擀皮、填馅、叠褶……广西南宁市西乡塘

区上尧街道鲁班社区第一生活小区日间照料

中心内，老人们说说笑笑，包饺子的手忙个不

停。“正月里都是年，大家聚一块儿热闹，一会

儿我们要把煮好的饺子送给社区里行动不便

的老人。”77 岁的居民张淑恒笑着说。

边上整洁温馨的长者食堂，张贴着每日

三餐的食谱，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除了食

堂，照料中心还设置了棋牌室、阅读室、户外

长亭等活动场所。“每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都有五六十人次的老人来照料中心参加

活动。”鲁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宇

强介绍，该社区原来是肉联厂职工宿舍区，辖

区内有 1000 多名老年居民。转为社区化管

理后，养老服务需求旺盛，社区服务水平却难

以满足。

针对这样的问题，南宁市出台了《养老服

务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以及涵盖用

地保障、财政补贴、医养融合、监督管理等方

面的一揽子支持政策，解决养老服务业持续

健康发展难题。

与此同时，南宁市统筹规划推进 15 分钟

养老圈建设。通过推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全覆盖，推动新旧住宅小区按照标准配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发展老年人助餐配

餐服务、居家适老化改造等，逐步构建街道、

社区、小区、家庭四级服务网络。此外，还建

立了市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展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为养老服务业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样的政策举措，让黄宇强直呼等来了“及

时雨”。乘着政策东风，鲁班社区积极盘活闲

置资源，按照老旧住宅小区每百户不少于 15平

方米的标准，将原社区服务用房及老年活动中

心升级改造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1年，区

里还引入上海天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对养老

服务中心进行社会化运营，提供机构养老、上门

服务、日间照料和长护险等多样化服务。

硬件改善，服务水平也大大提升。“不同

社区老人的养老需求各有不同。鲁班社区的

叔叔阿姨爱唱歌，我们就聘请专业老师来开

课辅导，还有专业的社工每月定期开展有关

活动。”上海天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

司总经理刘欣说。

“社区民歌队天天在练歌房排练，很多

人都来听。”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张淑恒来

到鲁班社区与孩子同住，因为常到养老服务

中心 活 动 ，张 阿 姨 交 到 了 许 多 好 朋 友 。“ 从

我家走 10 分钟就到中心了，很方便。经常有

医院的人来义诊、开讲座，我回回参加。”张淑

恒说。

15 分钟养老圈的建设，为居家养老提供

了更多选择。

两个月前，刘欣和同事们接到了一个特

殊的电话。一名 79 岁的失能老人因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不记得事情原委，拔出了半截胃

管。因为距离医院较远，老人家属拨打养老

服务中心电话求助。

服务中心即刻派出了专业护士上门，经

过专业评估后现场安装好了胃管。“非常感

谢！第一次预约上门服务，没想到解决得这

样快！”患者家属激动地握住了护理员的手，

此后多次预约其他上门服务。

近年来，南宁市探索医院治疗、社区康

养、居家照护的“医院—社区—家庭”三元联

动医养结合模式，延伸老年健康服务，不断满

足老人在家、就近健康养老的需要。2021 年

3 月起，南宁市正式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提供机构和居家上门护理共计 38 个服务项

目，为有需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送去关爱。

在鲁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除配备专业

照护团队外，还与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医

疗机构签约建立医联体，为老人提供绿色通

道、双向转诊、就医辅助检查、专家特需门诊

等服务。截至目前，鲁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为社区居民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1133 次，

满意度达 98%。

广西南宁支持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15分钟养老圈，托起幸福“夕阳红”
本报记者 祝佳祺

创造对老年人友好的
数字环境，既能帮助老年
人跨越“数字鸿沟”，共享
科技进步的红利，也将为
相关行业提供新的发展
机遇

前不久，在一些地方召开的两

会上，加快数字服务适老化改造、

解决老年人“最初一公里”出行难

等话题引人关注。在移动互动网

应用普及的当下，一些老年人需要

打车服务时，由于不熟悉智能手机

等移动终端的应用操作，往往很难

约到网约车。而在路边招手打出

租车，常常看到出租车空载而过，

因为司机已经从线上接单了。

这 样 的 情 况 并 不 只 存 在 于 老

年人的出行服务中。数字化技术、

智能化产品的广泛应用，极大促进

了经济社会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

不少便捷。但受年龄、认知等各方

面因素的影响，部分老年群体在使

用互联网应用、手机应用程序时，

经常面临一些问题与障碍。比如

去医院看病，经常要使用手机提前

预约挂号；每年的社保认证，虽不

用 再 到 现 场 ，但 要 通 过 手 机 进 行

“人脸认证”；外出就餐，很多餐厅

都要求扫码点餐……一些对于年

轻人来说习以为常的操作，却对老

年人造成不小的困扰，成了难以逾

越的“数字鸿沟”。

加快数字服务适老化改造，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

措 。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已 超

2.64 亿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达

18.7%，这部分人群在数字服务方

面的需求不应被忽视。创造对老

年人友好的数字环境，既能帮助老

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共享科技进

步的红利，同时进一步激发老年群

体上网、用网的需求活力，也将为

相关行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数字技

术的适老化改造，有关部门陆续出

台互联网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方

案，推动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推

进民生服务便利共享。通过优化界面、简化程序、增加功能

等方式，不少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更加贴近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适老化应用程序的一项研究

报告显示，评测的 104 款常用程序中，76%的应用程序符合适

老化改造的基本要求，76.2%的调查对象对 APP 适老化的现

状整体持满意态度。

与 此 同 时 ，让 老 年 群 体 触 网 更 便 利 ，仍 有 不 少 工 作 需

要持续推进。“数字惠老”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社会、企

业、家庭等方面共同发力，助力老年人数字化生活更加便捷。

政府要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加强法律、规划、政策、标准和

规范等制定，不断完善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政策制度体系，

推动、引导相关企业加快互联网适老化改造。同时充分利用

5G 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数

字技术打通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进一步优

化公共服务。企业则要承担起更多责任，坚持以老年人的需

求为牵引，推出更多老年人能用、会用的智能产品与服务，把

适老化理念融入产品设计的全生命周期，不断提升老年人使

用体验。社会和家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通过各种宣传、教

育、培训、志愿服务等方式，加强家庭与社会数字反哺，推动

数字技能代际传递，消除老年人对网络信息和智能技术的畏

难、排斥心理等。

帮助老年人赶上时代步伐，既考验治理的精度，更映照

社会的温度。愿数字技术的发展成果，为老年人带来更多便

利，共享数字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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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同时也是许多人出现过敏症

状的季节。

“春季最常见的过敏是花粉过敏，也称花粉症。”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勇介绍，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花粉多是过敏原。花粉过敏的典型

症状有荨麻疹、鼻塞、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发痒、咳嗽、

喘息等。需要注意的是，杨絮、柳絮过敏症状与花粉类似。

周勇说，花粉过敏的症状一般比较轻，服用一些抗过敏

的药物就能好。如果过敏导致黏膜系统损伤，或者身体组织

出现肿胀，应该及时就医。严重的过敏，比如出现哮喘，荨麻

疹引起喉头水肿，则可能导致窒息、危及生命，要及时到医院

救治。

如何预防花粉过敏？周勇表示，脱离过敏原是最好的方

法。过敏体质的人要戴口罩、远离盛开的花草和飘絮的柳

树、杨树。在鼻腔中使用特殊的隔离剂，也可以阻止花粉与

黏膜接触。

“小孩子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也容易出现过敏。”周勇

说，年幼的孩子表达能力不强，家长要留意小孩子是否出现

过敏症状。家长本身是过敏体质，比如患有过敏性鼻炎、湿

疹、哮喘等，遗传给小孩子的概率较大，因此要注意孩子是否

有类似症状，最好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专家提醒，儿童

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等症状，不要贸然使用感冒药，有

可能是过敏引起，需要找专科医生诊治。

春季这样防治花粉过敏
申少铁 张 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