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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当你想学滑

雪，有滑雪机器人当陪练；想

来一份咖啡，生活机器人可以

帮忙；各类医疗康复机器人，

更是让人健康无忧……随着信

息化与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

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服务型机器

人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中国电子学会日前发布的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22 年）》 显示，中国机器

人市场规模近5年年均增长率

达22%。在生活中，机器人在

教育、医疗康复、应急救援等

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拓展，人

机共融的智能时代已经开启。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满足新兴消费需求

“在街头看到有人遛机械狗”“今天遛‘狗’被围观一
天”……“第一批遛机械狗的人”的话题日前引起网友关
注。视频中，出现在街头的机械狗被人们争相拍摄。这
些机械狗有和宠物狗相同的大小和四肢，还可以做出打
滚、作揖等动作，头部的摄像头除了可以识别障碍物，
还可以智能识别主人，并进行跟随。一些购买了机械狗
的消费者列出了机械狗的多项优点，如不用买狗粮，没
有排泄物，乖巧听话又安静等。

中国数家企业已推出多款机械狗产品。如杭州宇树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伴随仿生机器人，可载重 3 公
斤，伴随主人跑步。小米公司去年发布的仿生四足机器
人，具有人脸、人体识别，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够像真

实生物一样“看见”和“感知”周边环境，实现自主跟随、
避障。

随着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机器人正从工业领域走
向人们普通生活中，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

在家庭服务领域，机器人可以担当人们的生活助
理。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炒菜机器人……各类家
庭服务机器人在家庭生活出现。例如今年6月，美的集团
推出一款名为“小惟”的机器人，它身兼人工智能管家、
家庭助理、安全卫士、科技玩伴等“身份”。

在体育和教育领域，机器人可以担当人们的教练、
老师。在今年8月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一款六足
滑雪机器人吸引了人们目光。它可以模仿人类进行犁式
滑雪，在 20度斜坡的雪道上完成启动、滑行、转弯、停

止等功能，最大时速为 20公里，既可以作为滑雪辅助教
练，陪伴滑雪爱好者驰骋雪场，也可以在严寒复杂环境
中开展巡逻、救援等作业。9月，一款下棋机器人“走”进
广东省广州市一所中国象棋特色学校。它包含人工智能
学棋、残局挑战、棋力闯关、巅峰对决等多种模式，可
以向学生介绍和讲解象棋文化、规则，并内置了逾百个
残局设定和26关棋力对战。

当好老人生活助手

前些天，北京的张先生收到家人购买的一件礼物——
穿戴式外骨骼机器人。年过花甲的他今年突发脑梗，出
院后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下肢无力、出行不便。这款

穿戴式外骨骼机器人看起来像腿骨，固定在大腿外侧。
经过训练，张先生逐渐能以正确的姿势行走，还能做一
些基础锻炼。目前，张先生不仅身体状态好了，人也更
加自信。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聚焦老年市场的机
器人需求增多，一些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预
防意外伤害的产品涌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工程师日前制造出一种新机
器人，它可以对老年人跌倒作出预判，并在老年人倒地
之前“扶住”他们。这种机器人看上去像是电动椅，以防
护带套在使用者臀部周围。防护带配备传感器，可以在
使用者开始失去平衡时作出判断，机器人用防护带阻止
使用者跌倒。目前，这种机器人在中风、创伤性脑损伤
和脊髓损伤患者中进行了测试，能帮助老年人坐下、站
立和行走。研究人员说，测试中没有发生老年人跌倒的
记录。

为促进更多服务老年人的机器人产品问世，国务院
今年初印发的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体系规划》 提出，支持智能交互、智能操作、多机协作
等关键技术研发，提升康复辅助器具、健康监测产品、
养老监护装置、家庭服务机器人、日用辅助用品等适老
产品的智能水平、实用性和安全性。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机器人会在助老助残上大显身
手，或将为中国未来养老事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加快走进千家万户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去年底印发的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
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
成应用新高地。到 203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从目前相关企业发布的产品来看，服务机器人正朝
着为人们提供更便捷、更智能服务，功能更复杂的趋势
发展。不过，由于应用场景是与人们工作、生活相关的
环境，消费者背景、认知、习惯也各不相同，这对机器
人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将智能语音、处理器、人
工智能算法、通讯、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创造
出更加轻便、智能以及更强环境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
服务机器人，成为行业研究重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陶永认为，机器人未
来在人们工作生活中应用广泛。不过与国外先进水平
相比，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面对诸多挑战，如部分核
心技术尚未有效突破、部分产品功能定位不够清晰、
龙头企业规模有限等。陶永还建议，加强基础研究，
形成机器人核心技术创新生态，促进技术与产业的良
性循环和发展；进一步发挥机器人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加速产品的应用推广；加强机器人领域的人才培
养，探索产教融合的机器人教育新模式；进一步加强
机器人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稳定发展，实现产业链自
主可控。

专家认为，消费级机器人市场潜力很大，但机器人
产品走向消费端，不仅仅是产品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思
维以及服务模式、营销模式的综合改变。相关企业只有
把技术、产业链与消费端场景充分融合，才能做出能够
走进千家万户的可靠产品。

物流逐步完善

围绕困扰农村居民收寄快递的难
点、堵点，各地探索快递进村的新模
式。湖北省罗田县按照“企业为主、
市场运作、政府推动、合作共赢”的
原则，将“三通一达”等7家快递公司
融合在一起，成立罗田精农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整合寄递物流资源，降低
县域寄递物流成本。罗田县现已建成
10个乡镇综合服务站，200余个村级
服务点，让村民享受“购物不出村、
销售不出村、创业不出村”的优质物
流服务，解决了乡村快递二次收费等
问题。

江苏省涟水县打造了 4个县级农
村物流中心，18个镇、街道农村物流
服务站，包括6个邮政站点、11个综
合运输服务站和 1个冷库，同时打造
366 个村级农村物流服务点，镇、村
物流网络节点覆盖率达 100%，解决
了农村物流进出问题，也降低了快递
末端配送成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依
托“城乡公交一元通”，创新推行城乡
货运公交、农村物流班车等配送模
式，建成“大邮政”平台，让农牧民群
众享受到更全、更快、更优质的寄递
服务。

专家表示，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
点布局，应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
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

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推进县
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促进农村客货邮
融合发展。

激发消费潜力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
村居民拥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而不
断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则让农村消费
的巨大潜力得以释放。国家邮政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网每
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送到农村。

“快递进村了，网购商品配送速
度明显比以前快了。”家住宁夏农村的
小谭表示，过去网购的物流成本和时
间成本都很高，不仅商品不包邮，下
单后往往还要等5-7天才能收货。现
在，他在电商平台购买的部分商品在
一两天内就能够送货上门。“网购体
验的提升让我和身边朋友的网购频率
明显增加。”

除了物流速度的提升，“快递进
村”也让农村居民在家就能选购更多
品类的优质商品。“今年我们家农村的
老房子在装修翻新，大部分家具、家电
都是在网上买的。网上购物，不仅可
挑选的款式比县城实体店多，赶上平
台促销活动，价格上优惠不少，最关键
的是还能直接送到家，不用自己操心
了。”家住山东农村的郑志浩说。

广西农村的何佳恒介绍：“有了离
家只有一两百米的快递服务点后，我
们不仅会在网上买衣服、鞋子等生活

日用品，还会买一些种子、农具等生
产品，生产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不少。”

拓宽致富渠道

“快递进村”工程打通的不仅是乡
村消费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农产品
进城的“最先一公里”。借助农村物流
体系，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得以“出
村进城”，形成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
系，村民的致富渠道大大拓宽。

据介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凤凰村和大德村分别以葡萄和
软籽石榴作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均
达四千多亩，每年有数十万斤农产品
通过快递物流销往浙江、广东等全国
十几个省市。

“今年以来，在抖音平台，我就已
经卖出了 3.2 万单无籽红提葡萄。”提
起电商和物流对农产品销售的帮助，

西昌市凤凰村的果农郑鹏连连点赞，
“销路打开了，我们的优质产品不愁
卖，果农的收入也跟着提高了。”

随着仓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
向农村延伸，农产品难保鲜、运输
损耗率大等一直制约农产品电商规
模化发展的痛点也得以解决。在山
东省阳信县流坡坞镇四合新村，当
地新建了库容 12 万斤的冷库，并在
党群服务活动场所专门开辟房间作
为电商直播销售室，通过村内寄递
物流与县级快递服务相结合的运输
方式，形成了一条从生产到储藏、
挑拣分装再到产品运输的梨产业链
条。8 月以来，当地已售出约 1 万斤
梨，销售额近 7万元，预计全年销售
额可达40万元。

“有了冷链助力，产地储存和果
品运输的短板不复存在，农产品上行
的效率和品质得到了有效加强。采摘
下来的果子可以在冷库里储存，延长
果子的保存期。另外，冷链物流也保
证了西梅送到消费者手中时都是新鲜
的状态。”某西梅品牌负责人说。

中国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体系建
设已取得积极成效，专家表示，构建

“场站共享、服务同网、货源集中、
信息互通”的农村物流发展新格局，
保证农村物流的“毛细血管”持续畅
通，还需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
销、邮政管理等多部门加强资源整合
与合作共享。

本报北京电（文君） 为了进
一步做好中华传统食品的传承、
保护和推广，“中华传统好食品”
评价体系日前在北京正式启动。
据悉，“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体系
与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
台通力合作，为“中华传统好食
品”评价产品提供基于区块链和
物联网的第三方产品质量追溯系
统网络平台服务。

“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体系
将与国际接轨，对国内外食品行
业 （一般不包括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 相关产品，从文化价

值、健康价值、质量价值和市场
价值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据了
解，“中华传统好食品抖音商城”
将搭建服务“中华传统好食品”评
价产品的电商渠道。

“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体系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
行业委员会、中华传统好食品团体
标准评价办公室牵头，农业农村部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科技部国
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报
业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支持，旨在
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打造区域共
同品牌提供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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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溯源系统助力食品评价服务网络溯源系统助力食品评价服务

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创业不出村

快递来了，农民乐了
徐嘉伟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快递进村”工程

的加快推进，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建制村快递服务

覆盖率超80%。网络覆盖提高了农村快递的渗透率，也加速了

农产品上行步伐。专家表示，快递网络延伸到村，有效衔接农

户与市场，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

小读者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体验用机器人还书。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探索“快递进村”方式，统筹邮政、快递、交通运输、
电商等资源，健全完善了区、镇 （街道）、村三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图为东
营区史口镇快递服务中心快递员郑红燕在分拣快递。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零距离”学交规“零距离”学交规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日前组织民警带领含山第

三小学学生走进马鞍山市交通安全教育基地进行参观体验学习。民警
带领学生现场学习了交通法规，有序地体验了基地内的模拟驾驶、VR
体验游戏和 3D 影院宣传片等多个项目，让他们在游戏中了解交通标
识、遵守交通规则，以此增强学生的交通法治观念。图为在民警的指
导下，学生通过模拟驾驶了解交通法规。 冯善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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