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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张建伟——

他打的“游戏”不一般

手握方向盘，操纵屏幕里的汽车，避让、加速、转
弯……朋友们说，张建伟的工作就是在“打游戏”。

今年 32岁的张建伟是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云端训练
师”，一位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其实，他的工作可比
打游戏要复杂得多。

张建伟所在的自动驾驶实验室，研发了一款智能物
流机器人“小蛮驴”，能在社区、学校、园区等场所进行
无人配送。今年“双 11”期间，由“小蛮驴”带队的 22
个物流机器人穿梭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兵分 16 路，
向27栋楼派送包裹，10分钟内将包裹送到。

“小蛮驴”的任务看似简单，其实充满了挑战。“校
园里人来人往，就算是真人开车，也挺费劲。”张建伟
向记者说，他的工作就是通过不断测试和更新算法，让
物流车更好地前行和避障。在人车混行环境中，“小蛮
驴”已经能够及时处理复杂路况、秒速选择最优路径。

怎样训练自动驾驶最有效？当然是让自动驾驶汽车
在现实中运行，最好是在风雪交加等极端环境下接受历
练。但真实世界的极端场景可遇不可求，复现一次极端
场景可能需要 1 个月时间，而在仿真平台，只需要 30
秒。张建伟的工作就是先搭建虚拟场景，然后再“打游
戏”——在仿真平台中测试自动驾驶汽车。

但仿真场景毕竟不是真实场景，纯粹依靠算法模拟
的场景跟现实还是有差距的。今年4月，阿里巴巴达摩院
推出了一个新平台——自动驾驶混合式仿真测试平台，
平台采用虚拟与现实结合的仿真技术，一方面引进路测
数据，另一方面通过“云端训练师”制造真实的人为干
预动作，靠算法和人为干预的“混合”，更高效地模拟各
种极端场景。

路测数据从哪儿来？“‘小蛮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
数据。”张建伟说，送货时，“小蛮驴”会把路过的场景
记下来，之后工程师就可以在仿真平台上构建起这些场
景，然后让其他自动驾驶汽车在这些仿真场景中训练。

张建伟的生活也是往返于“虚拟”和“现实”之
间。平日开车时，遇上踩急刹车的情况，他想到的总
是：“我要把这个场景模拟出来！”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王琪——

专管传统企业的“烦心事”

从今年8月起，腾讯云智能制造高级架构师王琪开始
常驻江苏张家港。他认定，这个城市对工业互联网的需
求很大。

张家港以工业立市，拥有工业企业1.7万多家，是县
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不过，传统工业占比较大，当地政
府帮助企业转型的意愿很强烈。今年6月，由张家港市政
府和腾讯云等多方共建的腾讯云 （张家港） 工业云平台
正式上线。不久后，王琪来到了张家港，准备大展身手。

但是，走访几家企业后，他发现，现实与设想是有

距离的。“跟一些民企老板聊起工业互联网，他们并不
是很感兴趣，甚至是抗拒的。”王琪对记者说。这些老
板大多白手起家，他们觉得自己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不需
要改变。

“其实，很多时候，传统企业是需要互联网平台的，
只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王琪说，他的任务就是挖掘企
业的这些需求。

有一次，王琪跟一位离心机生产企业的老板聊天，
这位老板最近有一件烦心事：他年纪大了，正在考虑将
企业交给下一代，但年轻一代对公司业务不熟悉，公司
客户资源掌握在业务员手里，一旦业务员离职，公司就
可能失去一批客户。

在王琪看来，这事很容易解决。他向老板推荐了
“企业微信”，在“企业微信”上，业务员与客户之间的
业务对接过程会被管理起来，业务员离职时，只需进行
账户交接，就可以将客户资源留下来。

“这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管理方面的一个应用。”王
琪说，在生产环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用处更大。

长期以来，一家洗涤设备生产厂被一个难题困扰
着：如何处理紧急订单？“原本生产线是有条不紊的，一
个加急单子来了，很容易造成生产上的混乱。”企业负责
人说。

这刚好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解决的问题。王琪和
同事们将这家企业的设备联网，接入云平台，这样，每
台设备的生产状况被精细地管理了起来。一旦有紧急订
单，云平台会通过优化算法，将任务分解，分配给合适
的生产设备，不打乱原先生产计划。

云平台还将生产过程可视化，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电
脑屏幕实时查看设备运转状况、订单进度等。企业负责
人只需打开手机，就能直观看到整个企业各个环节的生
产情况。

王琪介绍说，截至目前，腾讯云 （张家港） 工业云
平台实现了 207 家企业上云，为 69 家企业提供了“工业
互联网+安全生产”解决方案，为137家中小企业提供轻
量化SaaS（软件即服务） 工具。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刘敏——

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

装配一层楼仅用6天，盖好一栋楼只需5个月，单栋
楼用工量不超50人……尽管亲身参与装配式建筑项目已1
年有余，但对于刘敏来说，这一建筑新工艺的施工效率
时常还会刷新他的认知。

36 岁的刘敏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南京新城佳苑

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半路出家”的装配式建筑施
工员。

1年前，刘敏主要从事施工现场的生产管理，他参与
的所有工程都采用传统方式修筑，刘敏坦言，对于装配
式建筑工艺，当时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当接到新城佳苑这个装配式施
工任务时，刘敏犯了难。“虽然有顾虑，但人总有好奇
心，像我这种搞技术出身的更是如此，看到新工艺，就
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于是刘敏鼓足勇气，接下
了这个活儿。

刘敏边学边干。他买了很多书籍资料，白天在现场
跟着同事练习操作，晚上回想着日间作业的内容，到书
本里找出处，探究原理。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个月，刘
敏总算摸到了门路。

那么，装配式建筑施工究竟有何特点？刘敏解释
说，修盖装配式建筑如同“搭积木”一样，板、墙等构
件就是一块块“积木”，需要提前在工厂预制加工，然后
运到现场，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拼接。

相较于传统施工较艰苦的作业环境，装配式施工的洁
净性优势更加明显。刘敏介绍说：“采用装配式施工，能
极大减少现场湿作业，减少扬尘、废气废水的排放，并且
压减了施工人员数量，从源头上规避了许多安全隐患。”

事实上，装配式建筑搭建，虽不像传统建筑那般常
年与大型机械相伴，但也绝非简单的拼接，一处细小的
偏差都可能对建筑质量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刘敏对此
体会颇深。

新城佳苑项目每栋楼均为 24 层，但 5 层以下仍然需
要采用传统建筑方式，开挖土方，现浇剪力墙搭起框架
结构。而两种不同工艺若想达到同种建筑效果，全靠

“转换层 （第5层） ”的粘合过渡。
“因此，第 4 层所用的竖向钢筋与第 5 层预制剪力墙

的竖向钢筋务必来自同一厂家，这样转换层的连接性才
能得到保证。”在施工前，刘敏曾向生产商反复交代，但
谁料，在预制构件试生产时，还是出现了钢筋厂标不对
的问题。幸亏发现及时，才避免了过大的经济损失和资
源浪费。

为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严守构件生产的品质
关，在刘敏的建议下，生产商特意圈定了一组工人专门
负责生产新城佳苑项目预制构件。“此外，我还安排了专
人驻厂盯控，后来再没出现过类似失误。”刘敏说。

如今，在刘敏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第一栋
住宅楼主体结构已于 11 月 14 日顺利封顶，预计明年 12
月，新城佳苑项目将全部竣工。

“这个工程结束后，我会把全过程的管理经验总结成
册，分享给身边人，帮助更多人了解、掌握装配式建筑
新工艺。”刘敏信心满满地说。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龙昌鑫——

这位“医生”是个技术迷

“已检查完毕，可以起飞！”扫视机身、转动桨叶、
核查接线是否松动……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龙昌鑫发出安
全指令后，一架物流无人机迅速升空，20分钟后，它平
稳降落在江西赣州南康区顺丰速运集散中心，成功将搭
载的赣南脐橙运送到目的地。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年6月，顺丰在南康区
建成一所无人机基地，尝试探索“无人机+脐橙运输”。
但南康区地处罗霄山与大庾岭交界，气候潮湿、环境复
杂，为保障无人机安全飞行，龙昌鑫可没少费心思。

谈起自己的从业选择，44 岁的龙昌鑫表示，这完
全是兴趣使然。“我从小就对航空器模型非常痴迷，对
我来说，玩航模更像是为了实现心中的‘飞行梦’。”
通过自学和网络求教等方式，龙昌鑫积累了许多航模
制作、维修经验，很快便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航模
发烧友”。

2012 年，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向龙昌鑫发出邀请，询
问他是否有兴趣操作植保无人机。“无人机可比航模大多
了，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就这样，龙昌鑫当起了职
业飞手，正式踏足无人机领域。

在无人机行业，“三分飞行七分修”。由于机器贵
重，无人机维护保养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发动机维修
时，厂家往往只提供远程指导，因此我们飞手就必须具
备过硬的动手能力。”一来二去，“久病成医”的龙昌鑫
便熟练掌握了无人机专业调修技术。

凭借娴熟的无人机维修本领，2017年8月，龙昌鑫成
功入职顺丰，担任南康区无人机基地维护部主管。但彼
时的无人机行业缺乏规范化的维护指南，确定每一条检
修标准时，龙昌鑫与团队成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最令龙昌鑫难忘的当属确定无人机维护保养周期。
由于缺乏充足的数据支撑，为了精准定义各部件的养护
周期，龙昌鑫带领团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了很多次
试飞测验。“外场测试时，大家经常是顶着烈日，扛着各
种设备翻山越岭，几个月下来，甭管物理防晒还是化学
防晒，通通都不管用了，每个人都晒脱了好几层皮。”龙
昌鑫告诉记者，他们最终克服困难，针对多个机型与各
类部件进行定位跟踪，建立起准确完善的无人机养护周
期。

龙昌鑫是个技术迷。由于无人机的某些故障无法依
靠目测、手检触摸等方式检测出，龙昌鑫还主动与无人
机研发团队合作，对相关检修系统与设备进行了迭代升
级。“通过后台查询或批量导出数据，检修人员就能实现
故障分类和定点排查，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龙昌鑫颇
为自豪地说。

当前，无人机应用领域仍在不断拓宽，根据人社部
预计，未来 5 年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需求量将达到 350 万
人。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正式划为新职业，无疑将为无人
机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专业技能支撑。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录，
充分说明国家层面对我们这个职业的肯定。”龙昌鑫说，
今后他会更努力地钻研技术，为无人机安全飞行护航。

智能时代的智能时代的““新工匠新工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旭涛潘旭涛 刘乐艺刘乐艺

人工智能训练师、在
线学习服务师、数字管理
师、健康照护师……从去
年以来，人社部公布了
三批共 38 个新职业。一
波波新职业从无到有、
快 速 生 长 ， 成 为 新 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的注脚，显示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活力。

从今日起，我们推
出“探访新工种”系列
报道，围绕工业制造、
生活服务、卫生健康、
农业农村等不同领域，
介绍新职业、新工种在
中国的发展故事。

——编 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技术人员是支撑中国制造的重要基础。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工业制造领域的技术人
员。他们是智能时代的“新工匠”，从事新工种，拥有许多新技能。

1212月月99日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的大东吴集团绿色集成建筑制造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的大东吴集团绿色集成建筑制造
基地内基地内，，工人在生产装配式绿色建筑构件工人在生产装配式绿色建筑构件。。 张张 斌斌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11月27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中建八局一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VR河道实景体验系统。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1111月月2727日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中建八局一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中建八局一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VRVR河道实景体验系统河道实景体验系统。。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朱 峥峥摄摄

▲▲1111月月1919日日，，20202020中国中国55G+G+工业互联网大会工业互联网大会
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展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展。。各类通信与工业各类通信与工业
控制类专业名词控制类专业名词、、参数演示屏让人目不暇接参数演示屏让人目不暇接。。

张璨龙张璨龙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12 月 3 日，天津凌智皓越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检查无人机状态。

赵子硕摄 （新华社发）

▼▼12 月 3 日，天津凌智皓越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检查无人机状态。

赵子硕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