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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路上R

本版责编

纪雅林 臧春蕾 崔杨臻

“旅客朋友们，前方是本次旅程的终点站

——济南站……”听到喇叭里杂乱的电流声

变成清晰的广播声，趴卧在火车行李架上的

王磊收起搭在喇叭电路板上的万用表笔，腾

出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13 车终于

‘开腔’了！”他通过对讲机向在广播室调试的

同事喊道。

小时候，王磊经常坐着火车跟父母一起

回老家。漫漫旅途中，列车喇叭传出的悠扬

歌声，一次次伴随王磊进入梦乡，成为他童年

深刻的记忆。2009 年大学毕业，王磊成了中

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通信工，

负责维修普速列车广播机和车厢喇叭。

14 年来，守护清脆的广播声，是王磊每

天的“必修课”。从清晨 6 时 30 分最早的一趟

车入库，到夜里 11 时 30 分最后一班车抵达，

王磊每天要巡检 12 趟列车的广播。

工作时，王磊和同事两人一组，逐节车厢

检修广播喇叭。最长的一列火车有 18 节车

厢，每节车厢约 40 米，有 4 个广播喇叭，都设

在车厢顶部。王磊腰里挎着 20 多斤的工具

包，在车厢里爬上爬下，一趟下来至少要走一

个半小时。

列 车 入 库 、断 电 后 ，车 厢 里 夏 天 如“ 蒸

笼”，冬天又成“冰窖”，王磊和同事坚持巡查，

认真检修每一台设备。

前一阵，一趟其他铁路局的火车途经济

南站，车上广播设备突发故障，但列车只在济

南站停靠 10 分钟。王磊接到这个“急诊”任

务，扛起设备直奔列车，排查故障源、更换设

备。临开车前 2 分钟，广播修好了！周围的

旅客纷纷竖起大拇指。

“在列车上寻人、找物、寻医，广播必不

可少，能帮旅客解决不少麻烦事。”王磊说，

看到车上的广播能陪伴和帮助旅客，再累也

值得。

国铁济南局通信工王磊——

广播“调音师” 守护旅途“好声音”
本报记者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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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

产 业 优 化 升 级 、生 产 力 整 体 跃 升 的 驱 动 力

量。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呈现出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应用双轮驱动、双向促进的发展

特征。

在供需两侧的共同推动下，技术创新成

果开始大规模地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产业实

践，人工智能产业化进程加快。根据中国信

通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测算，2022 年我国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080 亿元，同比增长

18%。

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
扩展，场景创新成为新路径

兔毫、油滴、曜变、鹧鸪斑……在 1300 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中，建盏展现出绚丽的釉色，

每盏皆唯一。古人常以“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来形容其釉色千变万化。近年来，国内建

盏产业迅速发展，但也产生了假冒仿制、以次

充好等乱象，通过传统防伪手段，很难解决

问题。

后来，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一家

建盏生产企业找到了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

司，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为每一只建盏

打造专属的“电子身份证”。

这并非易事。一方面，分辨不同建盏之

间的区别难度极高，建盏釉面还会产生很强

的反光，这些都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挑战；另一

方面，这类项目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实

验设计。

面对这些问题，旷视团队提出“算法量

产”理念，打造了人工智能建盏溯源系统，实

现了盏纹识别。团队还研发了内置可控制光

源的硬件设备，以克服釉面材质反光的难题。

“我们由此实现了一盏一图、一盏一码、

图码结合，既有效打击了仿造伪造行为，又推

动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和数智化升级。”旷视研

究院算法量产负责人周而进说。

像建盏一样，人工智能应用向纵深演进，

越来越多的行业实现了智能化升级。工业质

检、零件计数、自动驾驶、语音交互，甚至是高

空抛物检测、普洱茶茶饼识别、破皮速冻水饺

检测……人工智能为企业在研发速度和流

程、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带来切实

的成效，“五花八门”的人工智能应用伴随着

数字化、智能化热潮，进入生产生活、服务千

家万户。

“人工智能技术正沿着追求更高精度、

挑 战 更 复 杂 任 务 、拓 展 能 力 边 界 等 方 向 持

续 演 进 。 场 景 创 新 成 为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升

级 、产 业 增 长 的 新 路 径 。”科 技 部 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赵志耘认为，人

工 智 能 应 用 广 度 和 深 度 不 断 扩 大 ，正 向 更

多 行 业 和 更 核 心 的 业 务 领 域 渗 透 ，推 动 制

造、物流、医疗等各方面的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 高 ，智 能 场 景 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也逐渐凸显。

新技术不断涌现，产业
化路径逐渐清晰

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人工智能产业化

的路径也逐渐清晰。近几年，国内外厂商纷

纷加码巨量模型的投入与研发，让人工智能

产业落地找到了新的方向。

新药研发就受益于此。华为云盘古药物

分子大模型，是由华为云联合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共同训练而成的大模型，可以

实现针对小分子药物全流程的人工智能辅助

药物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冰教授团

队利用该大模型成功研发出一种新的“超级

抗菌药”，它有望成为全球近 40 年来首个新靶

点、新类别的抗生素。借助大模型，先导药的

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至 1 个月，研发成本降低

70%。

联想集团首席技术官芮勇认为，大模型

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大三多”：“‘一大’是指

参数规模大，是千亿参数级别的超大型人工

智能模型；‘三多’是指利用多来源、多模态、

多任务的互联网海量数据进行训练。”

“在云服务的基础上，大模型的落地也越

来越普遍。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针对某

一类应用的小模型，比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

等。现在随着大模型的出现，用户可以在预

训练模型上进行简单的处理，就能满足自身

的需要。这实际上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国际数据公司（IDC）中国副

总裁周震刚说。

浪潮信息基于大模型打造的智能客服机

器人“源晓服”就是大模型的一个典型应用。

“我们的目的是让大模型与契合场景需求的

行业模型进行结合。”浪潮信息服务总监陈

彬说。

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源晓服”能够对

知识库进行自主化学习。目前，已能覆盖终

端用户 92%的咨询问题。对于一些常见技术

问 题 ，如 系 统 安 装 、部 件 异 常 等 ，解 决 率 达

80%。

“大模型并不是炫技，它更多源于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浪潮信息副总裁刘

军指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已经从碎片化过

渡到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在算法模型方面，巨

量模型将会成为人工智能算法规模化创新的

基础。

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
长，形成良好产业发展基础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

多项政策，鼓励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与创新。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支持建设

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新型

数 据 中 心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1—2023
年）》等产业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

了保障；我国还依托领军企业建设了 10 余家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地

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以发布智

能产品推广目录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

医疗养老、城市建设等重点领域的规模化应

用……

近年来，我国形成了良好的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基础。除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快

速增长外，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 4200
家，智能芯片、开源框架等关键核心技术取

得重要突破，智能传感器、智能网联汽车等

标志性产品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在智能化信

息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方面，2022 年，全国在

用 数 据 中 心 机 架 总 规 模 超 过 650 万 标 准 机

架，目前有超过 30 个城市正在建设或提出建

设智算中心。

专家表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将创新要素转化为物质或知识资源，形成

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关键在于协同创新平

台的搭建。构建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平台，要

聚焦当前落地应用需求，更快实现人工智能

生态伙伴的业务聚合、资源聚合和战略聚合，

平台内的各方主体通过加强人工智能算力输

出、服务能力优化及人才培养等层面的要素

供 给 ，形 成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通 力 合 作 的 产 业

生态。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际数

据公司（IDC）
制图：沈亦伶

新技术不断涌现，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扩展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加速
本报记者 谷业凯

图①：王磊正在检查卧铺车厢

广播喇叭连接端子是否紧固。

图②：王磊（左）和同事带着设

备准备检修。

以上图片均为姜爱勇摄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商业
化应用加速落地，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工业质检、零件计数、自
动驾驶、语音交互……人工
智能在产品研发、服务升级、
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为企业
带来切实成效，各式各样的
人工智能应用进入生产生
活、服务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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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观察R

初见辛来保，身穿红马甲的

他，清瘦、矍铄，正在社区小广场

为居民理发，忙了整整一个上午，

为 10 多个人理了头发。目光落

在辛来保的白发上才会想起，他

已经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

“给群众义务理发，源自我在

部队的经历。”辛来保说，上个世

纪 60 年代他参军时，恰巧赶上一

批给士兵义务理发的老兵退役。

热心的他主动学习剪发手艺，把

为士兵义务理发的优良传统传承

下来，理发手艺也越来越好。

60 年代末，辛来保转业回到

太 原 选 煤 厂 。 选 煤 社 区 人 口 较

多，常住人口达 5300 余人，周围

却没有一家理发店。要想理发，

居民们必须跑到几公里以外的地

方。辛来保找出在部队用过的手

推子，买来剪刀、梳子、围布，开始

了 新 的 义 务 理 发 生 涯 。 在 企 业

里，他为工友、同事义务理发；回

到 家 时 ，他 为 社 区 居 民 义 务 理

发。后来，找辛来保理发的人越

来 越 多 ，老 百 姓 的 认 可 度 越 来

越高。

为方便社区居民，辛来保每

月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为居民义

务理发。辛来保还常把理发工具

装在手提袋中，随时设点“加班”，

就近服务，经常一站就是两三个

小时。

针对社区中不能行走的老人、长期卧床的患者、残疾

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人群，辛来保将他们全部登记在

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标记着密密麻麻的姓名、住址、电

话、理发日期，一律上门提供服务，最大限度服务好这些特

殊群体。

杨景祥、郝玉英是一对百岁夫妇，长期卧病在床，行

动不便。10 多年来，辛来保坚持定时上门服务，趴在床上

给 老 两 口 理 发 。 虽 然 辛 苦 ，但 他 从 无 怨 言 ，始 终 以 助 人

为乐。

一位叫程本荣的老人，瘫痪在床，完全丧失了行动能

力。辛来保每次上门理发，都必须把老人抬起，裹上塑料

布，一手将老人搂住，一手为老人理发。每次为老人理完

发，辛来保都汗流浃背。老人说：“来保，你太辛苦了！”辛来

保却幽默地回答：“我姓辛，不怕苦。”

数十年来，辛来保走街串巷为社区居民免费理发上万

次。退休后，辛来保组建起选煤社区红帽子义务理发队，带

领志愿者专门为社区群众理发。辛来保说：“我想一直给大

家服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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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李林蔚）中央和国家机

关“四强”党支部建设论坛 2023 年第一期分论坛 3 月 24 日

在京举行。论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总结交流“四强”党支部建设经验，发挥先进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

织 建 设 高 质 量 发 展 。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工 委 副 书 记 邹 晓

东，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机关党委书记王一彪出席论坛

并致辞。

求 是 杂 志 社 总 编 室 党 支 部 等 11 个 党 支 部 作 发 言 展

示。论坛还设置了提问互动和专家点评环节。应邀出席论

坛的党建专家认为，论坛是党支部建设创新经验交流的平

台，是新时代机关党建成就展示的舞台，也是专兼职党务干

部培训的讲台，必将成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

部建设的有效载体，为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建

质量增添新动能。

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建设论坛由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主办，有关部门机关党委承办。今年 3 月至 8 月将

举办 10 期分论坛和 1 期年度总论坛。中国文联等 10 个部

门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和党员代表约 200 人参加了本期分

论坛。

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

建设论坛第一期分论坛举行

本报长春 3 月 24 日电 （记者刘以晴）3 月 22 日至 24
日，“深化引进来，服务双循环”进博会走进吉林系列活动在

长春举行。本次活动由商务部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举办，是

今年“进博会走进地方”的首场活动。

活动共有 160 家外资企业和机构线上、线下参会，围绕

吉林的特色优势产业，邀请汽车、食品、装备制造、医药健康

等行业领域的进博会参展企业、相关机构参会，以经贸洽谈

会和产业投资对接会为主体，配套安排实地考察、座谈交流

等。其中，产业投资对接环节按照“一企一策”原则，精准对

接，更好满足参会各方投资洽谈需求。

“进博会走进地方”首场活动来到吉林，旨在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让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

商，推动提高东北地区开放水平，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据悉，第六届进博会将于 2023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全面线下举办，由国家综合展、企业

商业展、虹桥论坛、专业配套活动和人文交流活动等板块

组成。

商务部和吉林省共同举办

进博会走进吉林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