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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显身手】
本次数博会上，科大讯飞带来的语音识别技术，能

够在现场嘉宾演讲的同时，将语音转变成文字实录，其
几乎完美的准确率惊艳众人，让不少与会者感叹。“我现
在讲话，软件就能根据我的讲话实时地转化成中文和英
文。”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

这种转写迅速又能自动纠错的智能字幕很快引起关
注。“感觉无形的声音穿上了有形的文字‘外衣’，真是
一项‘黑科技’。”一名参加开幕式的企业代表感叹道。
现场一名来自埃及的外国记者说：“以往单纯靠翻译机听
会还是很难理解会议内容。今天除了能听，还能看字
幕，会议内容更直观。”

“刷脸支付”是支付领域的一项“黑科技”。人们不
用携带手机，刷脸就能够完成支付。如何保障支付安
全，是开发商重点解决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它不是
一个普通的照相机，它采用了一种3D活体红外技术，会
从人的脸部提取600多个点进行交互验证，所以它的正确
性和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据了解，本次数博会还发布了 2017中国“十大黑科
技”，“黑科技”并非一个正式的称谓，它一般指具有突

破性、开拓性，超越现有科技水平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高科技产品。以本次亮相的黑科技为例，中国光量子
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
算机，这个“世界首台”是货真价实的“中国造”；海
云数据的唇语识别技术，打破了原先只能识别英语的技
术局限，开创了中文唇语识别的研究先河，并将中文和
英文唇语识别模型准确率提高到71%和80%……

【大数据提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大数据息息

相关。科大讯飞执行总裁胡郁说，讯飞语音两年前就开
发出来了，产品一直都在不断学习和完善，现在比之前
更智能。正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以及
先进的运算平台，人工智能技术迎来了新的突破。

关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
会上演讲时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人工智能系统如果
是一个飞行器的话，那么“深度学习”是“引擎”，超算
平台是载体，大数据则是最重要的“燃料”。“大数据能
帮助人工智能‘学习’，在人工智能助力下也能更好地处
理和分析数据。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紧密结合，将推动
彼此共同发展。”倪光南说。

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也为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中
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主任季统凯表
示，“云上贵州”政务平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将全省各
级各部门的政务民生服务应用进行移动化和标准化改造
并统一汇聚，实现统一对外推广和提供服务，也使得政
府各部门之间形成信息共享，有效提高了政务处理效
率。这就是云端大数据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与此同时，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大数据也发挥着
巨大作用。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安
全部运用大数据技术协助公安机关打击互联网犯罪，主
动推送线索打击9691人。“有了大数据的支撑，我们可以
在海量数据中挖掘、找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推动打击
犯罪由犯案后侦查转向犯案前预警、预防。其中，电信
诈骗案件从去年的9月份至今已经连续下降。” 公安部刑
侦局政委曾海燕说。

【数字经济大时代】
“当前，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大数据视为‘未来的新

石油’，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过石油的价值，成为当今时代
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成为数字经济中的‘货
币’。”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传耀表示，而在当今

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与此同时，在数字经济大时代下，面临冲击的传统
制造业也开始寻求数字化转型。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当前，实体经济正在全面数字化
转型，未来数字化将会进入到实体经济的每一个角落里。

工信部信息中心主任孙蔚敏则认为，数字经济是振
兴实体经济发展的精兵利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
创新，必将催生大批新业态、新模式。因此必须加快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区块链、数据共享与开放、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这
些代表当今时代最新发展趋势的领域，成为日前在贵阳举行的2017中国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指出，以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茁壮成长，正引领人类社
会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深挖数据“钻石矿”，将成为未
来的重要趋势。

数据“钻石矿”受青睐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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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朋友圈里突然转起了一幅画。这幅画，画的
是杭州一名协警，名字叫“协警老黄”。画中的协警老
黄，架着一副眼镜，吹着哨子，一只手拿着“停”的牌
子，另一只手戴着手套正在指挥。画边上还配了一段文
字：高度近视的协警黄国平却配合民警查获了全队最多
限行车辆。

协警老黄是谁？
画的作者是江干交警大队的教导员傅渊。傅渊说，

协警老黄是他的工作伙伴，今年已经 59岁了，他鼻子上
的眼镜度数高达 1200度。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黄，做事
情特别认真。

有一天在监控视频里看到他在车流中穿梭，傅渊一
下子就被感动到了。

傅渊画老黄，花了半个月。“每天我都会画一点，有
两个晚上画到了凌晨 1点。”傅渊告诉记者，去年，老黄
在艮山西路凯旋路路口查获了 7000多辆限行车辆，占了
全中队的 65%；今年以来，他查获了 2000 多辆，占了全
队的77%。

“老当益壮。”老黄搭档的另一位交警这样评价他。
近日，傅渊把他画的“协警老黄”发在朋友圈，马上就
被很多人转了起来。

老黄真那么厉害？
记者近日来到艮山西路凯旋路路口。架着厚厚镜片

的老黄，穿着协警背心，吹起嘹亮的哨声，挥动着手
臂，记者见到的老黄与傅渊笔下的如出一辙。1 米 77 的
他，身材均匀，显年轻，脸上的皮肤有点微红。

因为这个特点，老黄还被人投诉过，对方说他“喝
了酒上岗”，后来是现场检测，才消除了误会。其实，老
黄的皮肤黑里泛红是因为过敏，“夏天晒了皮肤就会变

红，冬天皮肤会开裂，抹再多面霜也没用。”
我问老黄，那么高的近视是真的吗？老黄点点头笑

了。老黄说，或许是遗传的因素，打上学起，他就一直
架着 1200度的眼镜。但是老黄并没有觉得高度近视是个
负担，“戴上眼镜，视力 1.0 左右，查违法，看得很清
楚。”老黄笑笑说。

12 年前，老黄从杭州某丝绸厂下岗，因为家住在闸
弄口，那年刚好招协警，他就去应聘了。他的日常工作
很琐碎，发生简易的事故，协调一下，劝劝行人不要闯
红灯，劝劝骑车人不要带人……

6年前，杭州开始限行，在艮山西路凯旋路路口只有
他一个协警，早晚上下班高峰，老黄一定会在这里，火
眼金睛拦下每一辆想闯关的车辆。有时候拦下车，司机
一看他穿着协警制服不服气，不愿意拿出驾驶证行驶
证。老黄说，他会告诉司机，在这里被拦下处理，可以
停到边上免费的停车场，等到限行结束再进城，耐心解
释之后，司机一般都会明白利弊，默默接受处罚。

他的秘诀是什么？
去年，老黄所在的路口查获了占他们中队65%的限行

车，老黄到底有什么秘籍？套用古文里的一句话——
“无他，唯手熟尔”。

该路口是限行区域的边界，彭埠高速下来进城的外
地车辆特别多，有不少外地司机会忘记限行规定。老黄
的经验特别丰富，鲜有漏网之鱼，“看着车开过来的轨
迹，我就能大致判断这辆是不是限行车辆。”老黄说，

“一些高速下来的外地限行车辆，抱着侥幸心理，开车时
歪歪扭扭想避开，停车时，与前面一辆车的距离会特别
近，以为这样能遮挡我们的视线，但这样反而更会引起
我们的注意。”

与各种人打交道，老黄有自己的处世之道，他从来

不跟人红脸，每次都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如果有人当
面说几句难听的话，我就当没听到。”老黄说。

他还会干下去吗？
除了指挥，经常会有人过来问路。老黄是土生土长

的杭州人，这一点难不倒他，“每次听到他们对我说谢
谢，我就很开心了”。

原本55岁就能退休的老黄，这一干，又多干了4年。
他的儿子儿媳都在上海定居，妻子平时也住在上海照顾
孙子，但是老黄为这份工作选择一个人留在了杭州。这
个端午，老黄上两天班，妻子从上海赶来陪他。明年 3
月，老黄正式满60岁了，还会继续干下去吗？

“我其实身体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老黄笑着说，
到时候看喽。 （据《钱江晚报》）

59岁的“网红”协警
孙 燕

59岁的“网红”协警
孙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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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逗的李白来了。近日，一组
名为“唐朝那些人和事”的微信表
情包在网上走红，逗趣轻松，备受
追捧。这组表情包是由法国设计师
美珊创作的，一共16个，主人公分
别是“李小白”和“唐萝莉”。这
组虚拟形象既丰富了社交软件的图
画语言，又传递了大唐丝路文化。

轻思维、巧传播，文创产品从
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转变为吸粉
无数的寻常物件。这种轻松而时髦
的表达方式，显然号准了时代的脉
搏，在“脾性”与“颜值”上让文
创产品走进了普通百姓的心。作为
艺术衍生品的一种，文创产品具有
典型的原生艺术品的美学特质、人
文精神、创新价值，但它更强调对
艺术的解构与重建，在独特的思维
逻辑之下，将抽象的艺术表达具象
化、功能化、场景化、生活化。

相较于正襟危坐的学术表达，
“唐朝那些人和事”的微信表情包
可谓“轻减版”：轻装上阵，轻松
表达。这让人联想起“故宫出品”
的胶带纸、手账本等。截至去年年
底，北京故宫博物院共研发文创产
品9170种，仅去年销售收入就达10
亿元。这些散发着故宫气质的产
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载
着故宫的厚重历史与浩荡文化，真
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与市
场的关系理顺了，财政与民生的面
子和里子都跟着好看了。

今年 5 月 25 日，故宫博物院与
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在“一揽子”合作中，颇引人
注目的一项是，双方将合力开“脑
洞”，联手打造中华文化超级 IP

（知 识 产 权）。 以 故 宫 为 “IP 符
号”，以中华文化为“素材库”，以
文化创新创业为“T台”，在数字化
与全球化的浪潮下，推动故宫文创
产品走上超级IP之路，这是极具示
范意义的事：既丰富并发展了文化产业的内涵，也找
到了文化资源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融合点。事实上，无
论是开了16家分店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商店，抑
或是艺术衍生品收入早破2亿美元的大英博物馆，于
世界范围来看，文创产品的专业化之路早已策马扬
鞭。

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民间文创产品可以
“轻思维”，文创产品开发之路要走上“专业化”。“散
户”设计的文创产品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在传播领域
也能成为“爆款”。但粗放的民间创作难免沾染各种
时弊，比如少数文创产品里的恶搞风、低俗风，已成
为创意产业中的一股暗流。因此，若要从软实力的视
角考量、秉持“文以化人”的初心，还须专业而精准
地让文创产品走上现象级IP的正道。这既需要坐拥文
化富矿的相关部门目光长远，也需要产学研协同发
力。

一句话，文创产品光“星星之火”地卖萌还不
够，还得在“互联网+”语境下形成专业的燎原之
势，用中国创意讲好中国故事。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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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江苏无锡瑜伽爱好者
走进雪浪山下“七彩花园”内进行瑜
伽训练，备战将在 6 月 21 日举办的

“2017中国 （无锡） 国际瑜伽节”。
右图：无锡雪浪山下，瑜伽爱好

者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上图：瑜伽爱好者摆出的造型。

潘 部摄 （中新社发）

“ 七 彩 花 园 ”中 练 瑜 伽

图为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内的“时光隧道”
刘 续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