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法国的韦博立正在古北市民中心文化会客厅体验中国传统戏剧昆曲。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一副AR眼镜，链接虚拟与现实
见证增强现实“从0到1”，上海企业“亮风台”用更多智能应用加速产业数字化

“凉风台 ” 是云南昭通的一座高山 ，

对于在那里出生的廖春元来说， “凉风台”

承载了太多年少时的美好记忆。 多年之后，

他选择在 2000 公里之外的上海张江创立了

自己的 “亮风台”， 一家专注于 AR （增强

现实） 技术的创业公司。

戴上一副 AR 眼镜， 打破现实和虚拟

的边界———在一个领域坚持创业 9 年， 廖

春元见证了 AR 行业 “从 0 到 1” 的转变 ，

站上过风口、 经历过沉寂， 如今随着 “元

宇宙” 概念的火爆， 行业巨头不惜砸重金

布局， 让 AR 又来到了新的风口。 廖春元

至今仍对 “凉风台 ” 的山顶日出印象深

刻， 他更坚信自己的 “亮风台” 也能经受

住潮起潮落的种种考验， 迎来那一幅最美

的风景。

“我就是想做AR”

廖春元从小就喜欢集邮， 从六七岁到

现在， 收藏了几千张邮票。 他记得自己小

时候， 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 信息要比现

在闭塞得多， 看着邮票上的那些风景建筑、

历史文化、 传奇故事， 方寸世界把他带到

了另一番天地。 廖春元笑着说： “当时我

就想 ， 如果我也有一双火眼金睛该多好 ？

看着邮票就能游历大江南北， 穿越上下五

千年。 直到后来上大学， 我遇到了一项神

奇的技术 ， 真的能给我一双神奇的眼睛 ，

它就是 AR。”

从清华大学硕士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博

士 ， 廖春元把 AR 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

后来又入职位于硅谷的富士施乐研究院 。

那里是图形界面技术的发源地， 也曾经激

发了史蒂夫·乔布斯的灵感。 廖春元可以做

自己擅长并喜爱的工作， 也曾发表过多篇

论文， 申请了多项专利。 但时间越长， 廖

春元却感觉越来越迷茫， 满怀激情做出的

成果被束之高阁， 无法落地。

“我始终坚信，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

科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就是因为它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最终， 廖春元作出回

国创业的决定， “让我觉得非常幸运又感

慨万分的是， 这些年我一路见证了 AR 行

业 ‘从 0 到 1’ 的转变。 现在很多人都知

道 AR， 用过 AR， 扫过 AR 的福字， 抓过

AR 的小精灵， 这些都在证明， AR 真的已

经来了”。

用AR方案为企业赋能

与如今 “元宇宙 ” 概念引发 VR （虚

拟现实）、 AR 热潮， 与资本疯狂追捧大相

径庭的是， 亮风台创业起步之初， 国内几

乎没人知道 AR 到底是什么， 应用场景更

是无从谈起。 廖春元曾经陷入无奈： “一

开始， 亮风台是没人搭理的， 我们兴冲冲

把 AR 方案拿给人看， 结果被人家一句话

就怼回来了： 国外有类似参考吗？”

在浦东张江一栋写字楼的格子间里 ，

作为联合创始人的廖春元带着一支十多人

的团队 ， 先尝试着用软件项目 ， 一步步

摸索拓展教育市场 。 三年之后 ， AR 一下

子站上了发展的 “风口 ”， 接连完成 A 轮

和 A+轮融资的亮风台 ， 一口气推出国内

AR 行业首个开发平台 HiAR SDK， 发布

了国内第一款双目 AR 眼镜HiAR Glasses

原型机。

现在回过头来看， 2016 年的那场市场

泡沫， 让一大批创业企业折戟于成为独角

兽的路上。 亮风台不仅活了下来， 还杀出

了一条新路： 瞄准企业端客户， 在重点垂

直行业打造标准产品和方案， 通过 AR 眼

镜展开培训指导、 远程协作等为其赋能。

例如， 在工业领域， 亮风台作为参与

单位承担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验证工作， 服务过电力、 汽车、 电气、

家电、 机械制造等各细分领域的企业， 包

括中国宝武、 华菱湘钢、 国家电网、 施耐

德电气、 菲尼克斯电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机构。

截至目前， 亮风台已累计为近千家企

业与机构提供服务， 覆盖家电、 汽车、 机

械制造 、 智慧城市 、 互联网等诸多行业 ，

累计服务近 10 亿终端用户。

保持一颗“平常心”

疫情期间， 亮风台的 5G AR 远程会诊

系统让专家可以进行隔空诊断。 医生戴上

AR 眼镜后 ， 一个三维的新冠肺炎患者肺

部就会出现在眼前， 可以 360 度清晰立体

呈现器官 、 病灶形态 、 体积 、 细微结构 ，

帮助医生进行精准诊断。

随着 5G、 云计算、 AR 加速融合， 更

多商业应用进入快车道 ， AR 正在融入行

业业务流程， 协助企业进行 AR 创新， 重

塑竞争优势 ， 助力产业数字化 、 智能化

升级。

就在去年， 亮风台发布了基于 AR 技

术构建的以 AR 大脑为数字中枢、 端云结

合的 AR 平台 HiAR Space， 从智能空间计

算、 交互入口、 人机融合人工智能等维度

切入 ， 连接场景 、 空间 、 数据和用户 。

HiAR Space 平台可以实现环境理解、 交互

理解、 辅助决策等核心能力， 高效打通从

感知 、 认知 、 决策到执行的闭环 。 比如 ，

在售后维修环节 ， 借助AR 可以实现 “训

作一体”， 让工人直接在工作现场受训， 直

接操作真实的物理设备， 不像传统培训先

在虚拟环境模拟， 然后再到物理环境中操

作， AR 培训效率更高。

廖春元告诉记者 ， 创业比拼的是耐

力 ， 最难的就是要保持一颗 “平常心 ” 。

他说 ， “这几年 ， 无论整个行业的大势

如何潮起潮落 ， 我们一直都在专心致志

沉淀自己的技术 、 内容 ， 不断在更多垂

直领域开发应用场景。 当技术和市场需求

都累积到了一定阶段 ，机会自然会属于准

备好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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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潺潺，在距离

上海市中心最近的古镇七宝，江南水乡特色

的老街上，羊肉、七宝汤圆、蟹黄汤包等特色

美食飘香，市民游客徜徉其中，老屋经过修

缮改造焕然一新……这一系列的获得感，与

七宝古镇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副书记

李君遐带领团队持续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

2014年“接棒”七宝老街时，毫无基层工

作经验的李君遐有点“懵”。但作为一名党员，她

没有任何犹豫，坚守初心使命，带领团队扎根一

线深入调研，制定了业态调整和区域能级提升、

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创新、民生改善、丰富文化

内涵建设等多个课题。如今，七宝古镇面貌焕然

一新：城市安全隐患消除，古镇历史风貌得到

保护，老街居民和游客幸福感双双提升，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好江南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啃下安全整治“硬骨头”，探
索民生与风貌保护并举之路

“那时， 七宝老街充斥着卖臭豆腐、蹄

髈、羊肉的小店，还有在任何一个古镇景点

都能买到的小工艺品，不免落入‘千镇一面’

的俗套。”李君遐回忆，当时老街已积累了相

当的口碑和影响力，但也面临拐点———商居

混杂，多重主体有着多元诉求，大客流、私搭

违建等又藏着安全隐患。

将小吃街沿街数百个液化气钢瓶全部拔

除，拆除消防通道上的私搭乱建、拓宽疏散通

道……上任一年多， 李君遐逐一啃下一块块

难啃的硬骨头，至 2016 年上半年，古镇核心

区域商业街基本完成安全整治。与此同时，她

请来专业团队制定 “七宝老街民俗古镇开发

方案”，将商铺管理权统一归集到古镇，通过

公开招拍租形式， 择优筛选商户入驻。 就这

样，古镇业态和营商环境有了显著提升。

针对老街人员结构复杂、路网密集的特

殊环境，李君遐进一步创建了“微网格”精细

化管理机制， 将古镇区域细化为 8 个微网

格，此后不断迭代升级，并将微网格与党建

网、服务网有机融合。 比如，针对乱停车等日

常事件，基本上做到“1分钟响应，5分钟处理

完毕”。 去年疫情发生后，李君遐带领团队第

一时间推出古镇区域出入“小白卡”及分色管

理制度，对居民、商户、游客等各类人员进出

形成有序管控。

2019 年起， 李君遐团队又挑起另一个

重担———启动七宝老街旧改项目。 “老街内

各种性质的房屋盘根错节，要求改造的声音

此起彼伏。 同时还要保证老街景区正常运

转、居民正常生活，项目难度超乎想象。 ”今

年 6 月底，7 个地块改造工作完成， 改善了

老街居民的居住环境，探索出一条改善民生

和历史风貌保护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老街建起“世界风情街”，打造招商引
资、海外引智示范点

作为七宝古镇的“运营者”，李君遐提出“以文化为引

领”，致力于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和特色发展。

2019 年，李君遐牵头打造“七宝里弄”美食品牌项目，

将原先个体经营的传统特色民俗小吃汇聚起来， 通过整体

规划和包装运营，使特色小吃走出古镇、走向更广阔的发展

天地。 去年疫情期间，老街又与镇相关部门、外卖平台达成

合作，帮助小商户们迅速推出半成品套餐，实现自救。

去年底，七宝老街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但对

李君遐和同事们而言，老街新的征程刚刚开始。

“老街自古商业交汇、人流旺盛，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应当

发挥先天优势，搭建平台，让人流、商流、信息流充分汇聚交融，

为区域经济发展蓄能。”“十四五”开局之年，李君遐谋划着老街

进一步融入国际舞台，打造一处别致的“国际会客厅”。

今年，七宝老街启动“世界风情街”建设，致力于打造海

外华侨华人商业创业街区，与古镇风韵相互映衬。

位于横沥路上的“海创空间”已落成开放，这是李君遐

带领团队请来的虹桥海外华商会进博及贸易促进中心，进

驻古镇打造的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将重点服

务进博会商务交流、 海内外文旅交流， 帮助海外企业走进

来，促进国内产品、技术走出去，为古镇注入新的生命力，打

造招商引资、海外引智的创新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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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11日新增20例本土确诊病例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福建省卫健委 12 日通报称， 9

月 11 日 0-24 时， 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0 例 （泉州

市报告 1 例， 莆田市报告 19 例），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1

例。 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8 例 （泉州市报告 1 例、 莆

田市报告 17 例）。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了解到， 12 日仙游县枫亭镇

（全镇） 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福建省莆田市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同日发布通告， 要求在

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 福建省教育厅、 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12 日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在

9 月 19 日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

外籍居民：“中国真是有太多值得挖掘的奥秘了”
从欣赏昆曲、芭蕾舞到观摩基层立法联系点，他们在社区“微旅行”中“读懂中国”

穿上印有古典元素的红色戏袍、 轻轻提

起水袖末梢往身边牵引、 两手还从兰花指交

替变换为兰花掌， 家住长宁区的法国籍人士

韦博立沉浸在中国传统戏剧昆曲的美妙唱腔

之中……尽管学了好几次才勉强摆出兰花

指， 但几个动作仍让他感觉不过瘾， 笑称每

天都要穿着精致戏服练习。

“仅仅用身体语言就可以表达情感， 昆

曲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从中感受到了中国

文化的精致与中国人民的谦逊友善。” 韦博

立对记者表示。

昨天， 包括韦博立在内的多名外籍人士

参加了 “国际社区美好生活 2.0” 之经典之

韵微旅行———从古北市民中心到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 从欣赏昆曲、 芭蕾舞剧到观摩基层

立法联系点， 亲身感受中国丰富的文化活动

与上海经典的地标建筑， 在行走中更加读懂

中国、 读懂上海。

古北社区是上海最大的高标准国际社区

之一 ， 虹桥路沿线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

源———这便成为此次 “微旅行 ” 设计的由

来。 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厚曾介

绍， 希望通过打造一个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有

代表性的特色旅游项目， 从社区小窗口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为更多在沪外籍人士敞

开大门。

甫一走进位于古北市民中心二楼的文化

会客厅， 外籍居民便赞叹不已 ： 小小排练

厅竟然 “装下 ” 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积

淀 。 职业昆曲推广人赵津羽为老外们一一

介绍了昆曲的发展背景与经典动作 ， 还现

场为他们唱了一曲。 她说： “这里就是一个

让世界感受中国古老艺术的窗口与舞台， 可

以带领各国人士深入体会， 并理解艺术对于

中国的重要意义。”

亚当斯，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国际访问学者， 这是他第一次参观古北市民

中心， 感觉新鲜的同时， 却又似曾相识。 原

来， 在他的家乡波兰， 也有类似市民中心，

邻里之间聚在一起聊天、 运动， 增进感情。

走到书架前， 他还饶有兴致地拿起一本德文

版 《中国成语故事》 翻看。

在古北市民中心， 还 “藏着” 居民议事

办公空间和收纳着一条条建议的展示台， 这

正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体现。 听完

讲解后， 亚当斯完全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他

觉得这一平台能够 “链接” 人民与国家， 也

为中国的创新 “点赞”。 “我会告诉远在波

兰的家人们， 关于今天的所见所闻， 中国真

是有太多值得挖掘的奥秘了。”

“微旅行” 的特色不仅在于昆曲与市民

中心， 还有生动的芭蕾舞。 一场特别的舞剧

赏析课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上海芭蕾

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为老外们分享了芭蕾舞

剧的点点滴滴， 从 《白毛女》 《简爱》 《天

鹅湖》 到 《闪闪的红星》。

听到吴虎生曾为了演出克服伤病 、 咬

牙坚持的经历 ， 亚美尼亚姑娘马星星颇为

感动 。 身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助理的她 ，

能够感受到艺术家的辛苦与执着 ， 她希望

自己能够多来现场看看芭蕾舞剧 、 表达对

艺术的支持。

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马星星在上海

已有 12 年， 从看展会、 听音乐剧到走街串

巷， 每一次出行她都颇为期待， 此次 “微旅

行” 更是如此。 “外国人来中国不单单是吃

中餐就可以了， 一定要去感受中国的千年文

化， 才能更好地走进中国、 融入上海。”

■本报记者 占 悦

人物小传
李君遐 ， 女 ， 1984 年

10 月 出 生 ， 中 共 党 员 ，

2014 年起任七宝古镇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副书记。 她扎根基层一
线， 在社会治理、 文商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积极探
索， 带领七宝老街快速发展， 收获各级荣誉数十
项。 她本人先后获得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闵
行区新时代好青年” 等多项荣誉。

■百年初心奋斗者
■本报记者 周 渊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上海：创业者沃土”系列报道

制图：李洁

▲截至目前， 亮风台

已累计为近千家企业与机

构提供服务。

荩亮风台联合创始人

兼 CEO 廖春元。

上海：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超大城市“治理力”
（上接第一版）

从红色资源到城市更新，
赓续城市文脉、体现人民意愿

固根本、稳预期之外，一座城市的法治关

键还在于如何“利长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在

市委领导下 ，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条例》 于今年 5 月 21 日获表决

通过， 7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首次将上

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历史地位写入法规条

文 ， 并进一步确立了本市红色资源名录制

度和分类保护体系 。 未来 ， 更多红色遗址

也能拥有鲜明标识 。 特别是 ， 这份名单

“有进有出” ———新发现的具有重要历史价

值、 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享有进

名录的同等机会。

赓续城市文脉， 上海在不断思索， 这座

城市未来十年 ， 乃至三十年的城市界面应

当是何模样 ？ “城市更新最终要满足人们

更高层级的精神需求 。” 市人大代表李永

杰认为 ， 就像是喝咖啡 ， 人们喝的不再是

简单的物质需求 ， 更追寻一种精神、 一种

文化。

本月起，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正式

施行， 最大限度放大了 “人” 在城市建设中

的主观能动性。 从试行十多年的社区规划师

制度写入法条， 到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公众参

与机制， 上海的法治实践始终以民生需求为

先， 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

从最坏处着眼 做最充分准备 争取最好结果
（上接第一版） 强化合力抢险机制， 各方面

抢险救援力量要按照各自职责进入临战状

态 ， 随时待命出动 、 快速反应处置 。 更好

依托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 平台 ， 加强精

准防范 、 科学调度 、 智慧管理 。 要层层压

实责任尤其是领导干部责任 ， 在岗在位 、

到岗到人 ， 守土有责 、 守土尽责 ， 确保重

要信息及时传递到位 、 重要指令坚决贯彻

执行 、 各项防汛措施有力有效落实 。 要加

强避险防灾预警信息发布 ， 提醒广大群众

注意出行安全 ， 科学防灾 、 主动避险 ， 提

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 要根据台风发展

态势 ， 及时稳妥实施停课停运等必要防

御措施 ， 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 确保相关人

员安全。

龚正指出， 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 以更

坚决态度、 更有力措施做好台风 “灿都” 防

御工作。 科学研判台风路径和风雨影响， 完

善优化应急处置预案， 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

施， 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切实守护人民

安宁和城市平安。

市领导陈寅、 诸葛宇杰、 张为， 国家防

办工作组负责同志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