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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市场需求

受疫情影响，以无接触服务
为代表的智能服务迅速走进了大
街小巷，这些智能服务越来越受
到大家的喜爱。在广州的上班族
张源便对自助加油服务连连称
赞：“现在加油越来越方便了，
我可以拿着办好的卡自己完成加
油和结算，也可以选择让工作人
员帮忙加油，而我无需下车就能
完成支付，全程不需要与他人近
距离接触。”

的确，一些无接触服务已经
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收取快递曾
经必须要跟快递员面对面才能完
成，如今，在许多城市，只要快
递员向智能快递车发出指令，快
递车便能提前跟收件人联系，然
后准确地将快递送至指定地点，
还能实现人车混行、红绿灯路口
等复杂场景的全程自动驾驶。这
既提高了配送的效率，又能有效
防控疫情。

被赋予了智慧大脑的不仅有
快递车，还有酒店里的机器人。
张度前段时间曾到北京出差，入
住在河南大厦。刚到的那天，他
错过了酒店里的晚餐时间，于
是，张度打开了手机，下单了一

份外卖，地点填写的就是自己的
房间。让他没想到的是，来送外
卖的不是酒店的服务员，而是一
个机器人。“我正在等外卖的时
候，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接听
后，电话里是智能语音提醒，告
诉我物品到了门口。当我开门
时，机器人已经在等候我取东西
了。这可以让服务员从繁琐的事
情中抽出身来，为旅客提供更为
周到的服务。”

智慧转型正当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 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手机即时通信
用户规模达 8.90亿，中国在人工
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基础资源
等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产业融合加速推进。

服务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
业，如今在拥抱互联网大潮的历
程中，也面临着转型。如何让服
务业更加智能，是许多相关从业
者都十分关心的课题。

“您好，请您就座，可以扫
码点餐。”现在，越来越多餐厅
的桌子上多了一个二维码，食客
只要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实时
下单，也可以在线结算；不仅如

此，商家还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
二维码接入自己的会员体系，通
过多种多样的活动获取或者留住
更多的食客，与顾客实现更多的
互动。

智能服务给餐饮业带来的
改变，不仅是管理的智能升级，
智能本身就可以成为餐饮业的一
大卖点。

智能机器人用于餐饮业之
初，主要用于传菜，如今，机器
人的“作业”范围更加广泛了。
在广东佛山的顺德，有一家机器
人餐厅，走进其中，炒锅机器
人、煲仔饭机器人、粉面机器人
等20余种、40多台自主研发的机
器 人 亮 相 “ 上 岗 ”， 或 制 作 菜
品，或运输服务，极具科技感。
不少顾客从别的地方赶来用餐，
就是为了一睹机器人做菜的风
采，品尝机器人烹制的菜肴。

让科技更有温度

智能服务，智能是手段，落

脚点终归还是在服务身上。如何
让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着实需
要下一番功夫。

今年69岁的李辉，刚刚学会
使用智能手机，但使用得并不是
十分流畅。谈到越来越多的扫码
登记、扫码进出，他说道：“无
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的需求也
应该得到保障，现在，许多智能
化的设施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些
许不便。”

这种不便，其实不仅出现在
老年人身上。前不久，王女士到
医院取号就诊，在自助机上按照
提示一步步操作完成后，发现不
能取到号，还需要到人工窗口登
记住址才行，“我觉得完全可以
在最初的步骤就提醒大家注意事
项，免得耽误时间，另外，既然
让我转到人口窗口，能不能直接
在那里就能取到号？这样就不用
让我们再返回到自助机前面排队
操作了。”

的确，智能服务既要智能，
更要让服务更便利。而且，智能

服务与传统的服务方式，并非简
单的替代关系，二者可以相互配
合，取长补短，这样能够让服务
更加人性化。

最近，记者在北京走访发
现，许多老年人去医院就诊、进
公园不必再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扫码而烦恼了。越来越多的场所
在提供智能服务的同时，保留或
开辟了老年通道、人工窗口等传
统服务方式。智能服务在给许多
人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
可以解放人力，更好地服务于有
需要的人。

在智能服务越来越多走向舞
台中央的今天，如何让它更有人
性关怀的温度，还需要我们在
人、自然、科技的交融中进一步
探寻答案。

上图：智能环卫机器人在江
苏省常州市青枫公园清扫道路落
叶。 胡 平摄 （人民图片）

左图：游客在北京莲花池公
园拍摄智能伴游机器人。

贺路启摄 （人民图片）

智能服务唱主角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在贵州西部乌蒙山
腹地的群山之中，有一
个小城在大山中蜿蜒穿
行 ， 小 城 有 花 、 有 山 、
有水装扮，还有漂亮的
民 居 如 天 上 遗 落 的 明
珠，在大山中繁星点点。

小城是中国唯一的
县 级 特 区 —— 六 枝 特
区，这里除了神秘的夜
郎文化、箐苗文化、布
依文化外，还有很多数
不完、道不尽、看不够
的记忆。

六枝特区的月亮河
红米、牛场辣椒、落别
樱桃、九层山茶叶远近
闻名，山城煮啤酒更是
小城的一大特色，口感
让人赞不绝口。

无论是酷暑，还是
寒冬，这里的煮啤酒，
都很受人们青睐。

开车从水城或者贵
阳出发，都要经过六六
或六镇高速公路，到了
六枝东站或西站，你只要打听这里的煮啤酒，人
们就会开玩笑说：“六枝的煮啤酒随处都有，夏天
喝了能除暑，冬天喝了能驱寒。”

当然，你还可以坐高铁，到六枝高铁站下
车，坐上公交，很快就能到达喝煮啤酒的地方。

夜幕降临，山城六枝便会披上灿烂星光，夜
市像睡醒了的火龙开始活跃了起来，无论是新广
场、休闲广场，还是东苑小区，罗锅、烤鱼、焖
虾、炸蟹非常火爆，但更多的人都是奔着喝煮啤
酒而来。

无论你到了哪个夜市点，老板都会热情地把
你让进里屋，麻利地给你找座。如果你直接点了
煮啤酒，老板会热情地说句：“好的，您稍等！”
如果您没有点或忘记点或不知道怎么点煮啤酒，
老板会笑着礼貌地问：“先生，来点煮啤酒吗？我
们这儿的煮啤酒喝了能解乏、去暑、驱寒。”

点了煮啤酒，老板就开始忙活着，把一个排
着队的锑锅放在火炉上，娴熟地把等待着的一瓶
瓶啤酒打开，哗哗地倒入锅内，10 瓶啤酒倒完，
就占了锅容量的2/3，气泡儿弥漫在酒上，与沉沉
的酒难舍难分。

老板打开煤气灶，小心翼翼地调至中火，让
蓝色的火苗直顶锅底，不一会儿，灶上的啤酒开
始冒起热气，像河里起雾，又像天边起云，渐渐
地，酒花往酒内浸润，慢慢融入到酒中。

老板很会掌握火候，大约 4 至 5 分钟后，便
往啤酒中加上备好的枸杞、红枣、冰糖、生姜、
橘子皮、当归，随后把火调到小火，让啤酒煮沸
即可。

啤酒煮好后，老板会把一锅啤酒端到桌上，
客人们不会等酒冷再用，而急急地把早已准备好
的碗或玻璃杯舀满，然后把酒放在嘴边，轻轻试
试，先喝一小口适应适应，最后干脆把杯或碗底
抬高，一股脑儿地把酒倒进嘴里。

煮啤酒是六枝特区这个山城独有的特色，当
地人说，啤酒经过高温会让酒精挥发，那么多中
药、补品熬进酒中，对人体有滋补身体之功效。

六枝是个温泉之城、高铁新城，如果有机会
来六枝，不妨喝一喝煮啤酒，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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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出示您的健康宝，
扫码登记。”为了有效防控疫情，
这一特别设置出现在每一家商店
的门口。这一看似简单的扫码动
作 ， 背 后 有 无 数 的 数 据 在 “ 跑

路”，智能的防控措施和手段，更
大限度地保障了大家的安全。

像这样的智能服务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越来越多，扮演的角色
也越来越重要。

新疆阿勒泰的冬天异常寒冷，
寒风携着雪花席卷而来，大地被厚
厚的白雪掩埋。原本秀丽的山川，
一下子变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

雪花肆意地飘洒着，大有铺盖
大地之势。蜿蜒而来的哈巴河，进
入了冬眠期。然而，河畔大片的白
桦林在雪中，却愈发亭亭玉立，如
少女般身姿窈窕、楚楚动人。

白雪像给林间铺上一片片银
白、洁净、厚实的毯子，引来热情
的哈萨克族牧民，赶着马拉爬犁拉
着客人，在其间载歌载舞欢笑歌
唱。白桦树静静地聆听着，用树干
上大大的眼睛凝视着人们，喜悦的
暖流在胴体里涌动。

据说，白桦树是一种神奇的树
种，它的神奇就在于那些长满树干
的眼睛。那眼睛或大、或小、或兴
奋、或喜悦、或忧郁、或悲伤、或
清澄、或混浊，让人浮想联翩、思
绪飞扬。

眼前这些白桦树，个个眼眸清
纯，饱含深情，像对白雪倾诉着绵
绵的情意。又有一种不畏严寒的坚
定 ， 扑 面 而 来 ， 让 人 顿 生 敬 佩 。
瞧！它们如整齐列队的士兵，互相
用眼神鼓励着，沿着河岸绵延数十
公里，站成一个硕大的方阵，默默
地与寒冬对抗。又像一群美丽的天
使，在雪白的毯子上优雅地跳舞，
清纯传神的眼睛顾盼生辉、含情脉
脉，在哈巴河畔，舞出一场盛大热
闹的冬之恋舞。

树上的雪花轻轻地飘落，漂亮
的哈萨克族姑娘，跳起热情奔放的
哈萨克族舞蹈。优美、轻盈、舒展
的舞姿伴着姑娘艳丽的衣裙，像一
团团火在雪地上跳跃。又如一朵朵
娇艳的茶花，仿佛迸发出红通通的

火焰，把所有的寒冷都驱散了，留
下一片舒心的欢笑声。

围观的牧民像被感染似的，纷
纷加入到跳舞的行列，尽情挥洒心
中的喜悦。白桦树也像被感染了，
轻轻抖落树枝上的雪花，发出一两
声清脆的喝彩声。

白桦树直刺向蓝天的树干、晶
莹剔透的白雪、笑逐颜开的哈萨克
族牧民，像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
和谐、欢乐、美丽的冬景画卷，随
着光影的变化，变换出美轮美奂的
色彩。蓝天、白云、白雪、白桦
林，也把冬天的阿勒泰的美景演绎
到了极致。

我轻轻地徜徉在林间，用眼神
亲切地和这些白桦树互致问候。透
过树枝的空隙破碎的蓝天，是那种
极纯净的、梦幻般的蓝，简直太诱
人了。

雪在脚下，白得炫目、白得纯

净，让人不忍心玷污它。白桦林静
若处子，眼神温柔、爱意绵绵，让
人心生怜爱，又心存呵护。时间悄
悄地流走了，我竟毫无察觉。想
想，如此绝佳的美景，又怎不叫人
沉醉其中呢？

轻轻走出白桦林，回头望着那
些恋恋不舍的眼睛，真不忍心离
去。我发现自己喜欢上它们，已难
以割舍。此时，白桦林静静地站在
雪中，用它们清澈又饱含深情的眼
睛默默注视着我，又像轻轻地说：

“朋友，一路保重吧！”
我被它们的真情打动了，伸开

双臂，真诚地对着它们大喊：“我一
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喊声在林中回
荡，溅起的回音久久地在白桦林的
上空回响，也随着飘舞雪花响彻了
阿勒泰的山山水水。

下图：阿勒泰额尔齐斯河风光
美。 刘是何摄 （人民图片）

雪韵阿勒泰
张 继

家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倩
影是美丽的象征，尽管在我脑海中
珍藏了几十年，直至今日仍风华正
茂，楚楚动人。

垂柳依依，溪水潺潺。这里面
向长江北岸，傍依湾畔，气候四季
分明，雨水充沛，是一块宜居的宝
地。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新集社
区朱营村陈庄组。随着岁月的变
迁，经过几次整装换容，我家乡的
倩影正释放着迷人的魅力。

儿时，家乡的模样很原始，农
民的家当有限，除了几间草房和农
具外，几乎一无所有。地里庄稼也
是 清 一 色—— 胡 萝 卜 、 白 薯 、 花
生、玉米、大豆、大麦、小麦，因
为沙质土壤只适合种植这些旱作
物。农民一年劳作下来，仍有可能
吃不饱穿不暖。

1978 年，国家对农村率先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农民可以根据市场
需求，种植农作物，发展特色农
业，订单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
业；可以实行土地流转，采用入股
分红形式，把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
地集中起来，由公司化运作经营，
既打破了小农经济框框，又便于农
业机械化，还可以提高农业种植水
平，增产增收，农村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这几年，全国的农村又打了一
个漂亮翻身仗。经过扶贫攻坚，一
些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也跟
上 了 时 代 的 步 伐 ， 过上了“机械
化、电气化、现代化、智能化、城
市化”的小康生活，这在过去农民
想都不敢想的新鲜事，如今在我的
家乡已经成为标配。

背靠河湾，水资源丰富，这是
家乡发展的独特地理优势。21 世纪
初，这里吸引来不少投资客商，他
们安营扎寨，有的种植大棚蔬菜，
有的种植大棚草莓，有的挖池塘养
蚌养鳖养蟹养鱼养虾。目前，家乡
2/3的地块被养殖水面覆盖。水成了
家乡的支柱产业，是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的独特资源，推动着家乡的全

面发展。
站在宽阔的生态河堤公路上，

举目望去，整个田野好像变成了水
的世界，波光粼粼。水上鸟儿在觅
食，空中各种鸟儿在飞翔。像滁河
与鱼塘被一条蜿蜒的河堤公路隔开
一样，鱼塘也是被纵横交错的公路
所隔开。夜间，在公路旁一盏盏太
阳能路灯的照耀下，一塘塘水的夜
间景色格外令人心旷神怡。如果夏
天在这里遛弯观景赏灯，这种凉爽
的感觉会更加美好；在两栋硕大的
玻璃塑料房里已连续举办3年的菊花
展，每年秋天都会迎接大批南京城
里的人来游玩赏菊。

在“水的乐园”里，许多游乐
项目正在对大小游客开放。有的大
人带着小孩坐火车，荡秋千，甩套
圈，逛葡萄长廊，登瞭望塔，丈量
景观渠，赏鸟钓鱼。来这里游玩的
人很多，节假日更是如此。

这 些 年 ， 经 过 大 家 的 共 同 努
力，家乡增加了几个时髦的新头衔
——南京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稻渔共作智

慧种养技术集成示范点等。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家乡的影响
力、知名度越来越大，村民的生
产、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村庄里到处都是新建的绿化树
木景观草地，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休闲场所比比皆是，路灯亭亭玉
立，垃圾分类回收，村民开始享受
像城里人一样的美好生活。

家乡许多人每天进城上班，有
的骑着电动摩托车，有的开着小汽
车，早出晚归，非常方便。周末休
假，他们打理家前屋后自留地，给
花浇水，为菜施肥，帮树剪枝，再
放放鹅鸭，喂喂猪，养养鸡，闲情
逸致油然而生。

见到家乡变化这样大，家乡人
这样生活和工作，着实让我羡慕不
已。也许这就是家乡倩影的魅力所
在。难怪我会白天想着它，晚上梦
见它。

家乡的倩影宛如一本内容丰富
多彩又与时俱进的影集，常翻常
新，愿家乡在历史长河中青春永驻。

上图：如今的朱营村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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