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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野而生 · 假日文旅新体验

人物小传
吴强，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

大数据和AI专家，获评2023年上海

城市数字化转型“智慧工匠”。他在

5G、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云等

多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自创

“5G+AI”自智节能、自主预测等专

利技术。参与国家“十四五”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高可信时空网关键

技术及大众规模化应用。他以第一

发明人身份获发明专利11项，上海

市、省部级、电信级等各级奖项数

10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6篇。

大数据、大模型、数字人……似乎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关于人工智能（AI）

的新技术。一波波AI迭代浪潮的背后，

有一群人被称为“AI背后的‘大脑’”。

他们激活代码，赋予人工智能判断和创

造能力……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大

数据和AI专家吴强就是这样的“大脑”

之一。

有着21年通信工作经历的吴强带

领团队创新融合移动通信、AI、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在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

术研究领域不断突破，首创自智节能、预

测负荷等多项技术，将成果、专利转化为

智慧产品进行规模化应用，取得经济、社

会双重效益。

每一个代码都是鲜活的

2003年，吴强毕业进入电信行业工作，“刚工作那会儿，恰

逢移动网络升级CDMA，我一来就带着一支工程队在两周内安

装了5座基站，还爬上45米的铁塔更换基站天线。”他对记者

说。那时，他一个人要从事多个岗位工作，往往刚完成基站建

设，紧接着就做网络优化，半夜出门跑路测、天亮收工也是常事。

2008年，吴强来到上海电信移动网优中心，开始涉足大数

据领域。在别人看来，整天跟数据、代码打交道是枯燥乏味的，

而对于吴强来说，每一个代码都是鲜活的。

2018年初，吴强接了一个关于用户某一时间使用量预测的

课题。在当时，这是一个前沿性研究课题，他全身心投入，但直

到课题结束，准确率依然只有62%。“当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课题报告提交后，还是放不下。”于是，他选择在工作之余将这个

课题继续研究下去。“下了班，我就去网上做爬虫找数据。”此后

一年半的业余时间，他几乎都花在这个课题上。他告诉记者，自

己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就觉得算法是美的、代码是美的，完工时

有雕琢出一件艺术品的感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强终于将准确率从62%提升至98%，并

首创5G+AI预测负荷技术。据他介绍，截至目前，该技术的应用

让用户投诉处理时长从3小时降低到1分钟，节约成本超过

4869.74万元，并且成果已推广至江苏、浙江等10省。

吴强告诉记者，该预测技术不仅可用于电信领域，未来还可

以跨专业、跨行业广泛应用于诸如市场业务量、电力供电量、水

利水流量等负荷类数据的预测，大大节省各种成本。

团队是创新的内驱力

作为中国电信集团级优秀内训师，吴强培养了一批专业技

术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团队

才能带来创新的内驱力和爆发力。单兵作战往往只能在“点”的

层级上进行攻关，而要解决“面”上的问题，拿出可执行的技术方

案和面向市场的产品，离不开团队作战。

“我们接到的课题都是项目制的，根据项目需求，我再临时

确定召集精兵强将搭建团队。”因此，他戏称自己的团队是最强

“草台班子”。以AI预测为例，吴强完成模型的源代码后，召集

了5G、AI、大数据、云等多个领域的人才组成团队，最终研发出

适合市场的产品。

在他看来，以具体的产品或网络问题为导向，更容易形成高

质量创新，多专多能的技术团队协作也更能快速培养人才。“相

较于单一技术创新的条线结构，团队协作更能碰撞出创新火

花。”一项创新带不来持续领先，只有持续创新才能带来持续领

先。近几年来，吴强带领团队完成多个重点项目AI模型的开

发，并参与了科技部“5G+北斗”项目。

研发  技术步伐从未停歇

AI发展突飞猛进，“中国智能”不可或缺。吴强介绍，通信

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国电信始终站在科创前沿，致力于赋能

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攻克AI核心技术的步伐也从未停歇。最近

3年，吴强就获得了4项AI专利。“公司里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

很多，大家都持续钻研，有一种使命感。”他说。

5G基站快速发展，为研发一项“5G+AI”自智节能技术，吴

强曾带领团队花了整整6年时间。起初，研发并不顺利，5G基

站如果只追求节能而影响客户体验和网络性能，反而因小失

大。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反复试验，吴强提出了多个评价指

标均衡的节能技术，将节能数据和感知数据融入一个神经网络，

同时优化算法，在节能的同时确保用户感知，当网络感知到用户

感知有较大下降时，就会自动触发提升感知权重。解决了该难

题后，现在网络应用可以兼顾基站节能和用户体验，达到了网络

最优节能和用户最佳感知的平衡。

吴强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度参与研发AI新技术，构筑自主

创新的算力底座，给各行业注入“AI+”基因，助推上海建设人工

智能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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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商慧

白茫茫的雪地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侧卧着咬竹，平添一分慵懒惬意。

这幅珍贵照片出自跟拍大熊猫30余

年的专业摄影师周孟棋之手，拍摄地点是

四川省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此次，他

作为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携带42幅

珍贵相片参与“RUARUAPANDA”大熊

猫主题全球巡展（中国首站），亮相上海静

安区苏河湾万象天地。

巡展现场的一幅幅生动照片，丰富了

人们对大熊猫的认知。“它们不只是在社交

媒体上走红的‘表情包’，憨态可掬的外表

下，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天性值得挖掘。”

头戴棕咖色鸭舌帽的周孟棋在旁揭秘照片

背后的故事。

照片之外，全方位联动的熊猫文化主

题展更首次将野生动物栖息地“搬入”上海

中心城区黄金商圈。鲜为人知的熊猫习

性，邮票、明信片等各类取材于熊猫摄影师

的文创周边，让市民游客宛如穿越千里之

遥，置身于一片葱郁竹海，与姿态各异、性

格不同的熊猫邂逅。

野生动物栖息地、超大城市黄金商圈，

这一组合意外混搭出了火花。开展首日，

该主题展所在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客流突破

4.8万人次，相较平日有了大幅提升。商圈

负责人透露，文创产品需要爆款表情包引

流，黄金商圈也需要特定场景消费加持。

通过限定公益摄影展、巨型熊猫雕塑、快闪

文创市集等多样形式，将与国宝IP相关文

商旅参与方牢牢“黏”在一起，给予消费者

更有层次感、联动感的消费体验。

摄影展秒变“熊猫观察指南”

周孟棋的相机里有不少“私藏照”。以

主题展为契机，他精挑细选了数十张照片

悉数展出。其中一幅《翘首相盼》引来不少

游客纷纷留下“同框照”。照片主角是4只

毛茸茸的呆萌大熊猫，右边第一只坐在地

上耐心等待，左边3只半坐半立,仿佛被远

方的事物吸引，翘首相盼，“团团坐”的大熊

猫们可爱软萌。“从照片细节能判断出取

景地在繁育基地。”他解释道，通常熊猫在

繁育基地更习惯集体生活，而一旦生活在

野外就会偏爱独居，并呈现出强烈的领地

意识。

大熊猫喜欢偏湿冷的环境。在冰雪覆盖

的季节，嗅觉灵敏的它们会从各处觅食。一

些极具反差感的照片，往往源自周孟棋蹲守

雪地数小时后捕捉到的精彩瞬间。

被不少网友戏谑的“爱爬树的熊猫”背后

也藏着不少自然原因。譬如，为防止其他动

物侵害、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大熊猫往往爱爬

树，登高望远。会倒挂、会攀爬的它们，正如

电影《功夫熊猫》中所描摹的场景一般，具有

满身“武艺”。

有故事的摄影展，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

科学精确的“熊猫观察指南”。周孟棋透露，

一日三餐进食前，通常是观察大熊猫的最佳

时间。此时，它们往往很活跃，更愿意与人

互动。

场景消费讲求“梦幻联动”

憨态可掬的熊猫不仅定格于市民游客的

相机里，更能“变身”邮票、明信片、钥匙扣、毛

绒玩具，融入生活点滴。

现场熊猫文创市集中，一家名为“熊猫邮

局”的店铺客流不断。周孟棋多年收藏整理

的照片，也化为一枚枚精致邮票，成为集邮爱

好者的珍藏。

每当翻阅邮票册里的得意之作，他总有

诉不完的故事细节。回溯最初跟拍大熊猫的

缘起，他总会提及这样一幕。1992年，中国

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启动。彼时，周

孟棋恰好陪着一群外国友人参观。由于没有

掐准时间，参访团到来时熊猫们正在休息。

面对睡着了的熊猫宝宝们，外国友人依旧被

其可爱模样“圈粉”，迟迟不肯离去。就在

此时，周孟棋冒出了新想法——既然大家

如此喜欢熊猫，何不将精彩画面拍摄下来

制成画册？

他坚持观察、拍摄大熊猫30余年。在他

眼里，“每次观察大熊猫都有新发现”。有一

回蹲守熊猫妈妈分娩，原本预计傍晚17时出

生的熊猫宝宝迟迟不肯探头。就这样，周孟

棋一直未合眼，守到凌晨。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最终成功抓拍到了熊猫妈妈将宝宝含在嘴

中的温情画面。

让更多人更科学地了解、保护大熊

猫——这成了周孟棋将镜头日复一日对准

大熊猫的缘由。

“刚被科普了熊猫宝宝为何要侧卧，现场

就能买到同款明信片，真是梦幻联动！”有游

客这样感慨。

四川卧龙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首次“搬入”沪上黄金商圈

“国宝”亮相苏河湾解锁消费新场景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巨型大熊猫雕塑亮相苏河湾。 （受访者供图）

葫芦笙、彝族弦子、哈尼族三弦

等乐器，与现代音乐进行跨界融合，

还能吹奏树叶、跳左脚舞，全场师生

忍不住纷纷加入  山人乐队工作

坊为近期举行的上海音乐学院非遗

艺术展演周收官，古老而自然的乐声

从大山深处传出，回荡在上音校园，

感染着每颗爱乐之心。

在此之前，“南韵 · 国色”新媒体

音乐会、“中华情 · 萨迦韵”沪藏民族

特色交流汇演相继举行。“我国非遗

文化丰富多彩，此次我们举行的三台

展演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

文化精髓，对中华民族不同地区音乐

艺术、非遗文化进行创新性呈现与展

示，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新时代风貌。”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

任刘灏告诉记者。

古老乐器承载着怎样的情感，又

能在当代焕发怎样的可能性？山人

乐队用一场90分钟的工作坊，向上音

师生们展示原始乐器魅力。屏幕上

播放着乐队过往的采风视频，从怒族

乐器达比亚、短笛、口弦，到基诺族乐

器奇科和箫，再到彝族撒尼人乐器三

胡与竹笛等，在乐团成员们的讲解和

演奏下，云南的风土人情迎面而来。

“怒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民族，

族民们谈恋爱时，常常通过吹口弦

来寄情，不同旋律代表不同的含

义。”“葫芦笙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古

老乐器，西洋乐器口琴的鼻祖就是中

国古代的乐器笙。”“我们从云南带来

了新鲜树叶，吹叶最适用于民间自

娱、劳作休闲，和向喜欢的姑娘表达

爱意……”山人乐队主唱兼吉他瞿

子寒 （汉族）、低音弹拨乐斯告阿腊

（彝族）、打击乐小欧 （汉族）、打击

乐夏天 （英国）、女声莱努 （哈尼

族） 接连上阵，在展演古老乐器与

演奏技法后，他们将传统元素与现代音乐融合，上演乐队

的代表作之一《上山下》。彝族月琴等民乐灵动的声音，

与摇滚律动节奏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绵延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传统音乐，如何让当代人接

受？“有的音乐人把古老音乐当作佐料加入作品，增添一

些色彩；而我们希望通过全新创作，让古老音乐唱出符合

当代审美习惯、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新声音。要找到平

衡点固然很难，但我对本民族的音乐充满自信。”正如乐

队主唱兼吉他瞿子寒所说，山人乐队成立20余年来，已

参加上千场次大小演出，近年来更是以开放多元的音乐态

度、灵秀而瑰伟的中国声音与世界对话。这离不开乐队中

的“老外”、英国打击乐手夏天，他1998年来到中国云

南，2000年起与山人成员共同成长，致力于云南打击乐

和传统乐器研究的他，把山人的音乐推广到几十个国家。

刘灏介绍，“南韵 ·国色”新媒体音乐会结合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南音的古典美与现代时尚的视听语言，展现作曲、

民乐、数字媒体艺术、现代学科资源整合成果；“中华情 ·萨

迦韵”沪藏民族特色交流汇演，由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

县古城艺术团携手上音民乐系学生，上演萨迦非遗舞蹈《吉

祥索舞》等民族歌舞表演。

记者获悉，作为文旅部非遗研究培养基地，上音将在

上海及周边招收非遗传承方面的学生，仅民乐系就包括八

个非遗研究方向：孙文明二胡、广陵派古琴、江南丝竹、

浦东派琵琶、瀛洲古琵琶、浙派古筝、竹笛艺术和古琴斫

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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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讯（记者苏展）近日，上海汉
辰表业集团125只“上海”牌和“海鸥”

牌手表出厂，从上海空港口岸实现首

次出口。

上海汉辰表业集团旗下两大中华

老字号手表品牌——“上海”“海鸥”已

有69年历史，是中国手表代表性品

牌。最近，老字号手表想要走出国门却

遇到难题。“我们从未开展过出口业

务，起初，对于出口申报一无所知，对

于出口税率、是否有退税优惠政策，

以及退税办理流程也不了解。”上海汉

辰表业集团出海业务负责人唐瑞文回

忆道。

上海海关所属黄浦海关前往企业提

供咨询和指导。“针对企业首次出口的情

况，我们宣讲了出口政策，协助企业进

行出口企业注册、单一窗口备案、海关

知识产权备案，指导企业规范出口申报

和办理后续出口退税手续，帮助企业顺

利走通出口业务全流程。”黄浦海关综

合业务科副科长沈逸舟表示。

“从首次咨询到第一批手表正式出

口，前后仅用了一个多月，这给了我们开

展后续出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信

心。接下来，我们还将有一批货值600

万元的手表出口至中国香港和金砖国

家。”唐瑞文表示。

近年来，上海海关精准提供政策解

读，积极为老字号企业纾困解难，助力梅

林午餐肉罐头、美加净牙膏、鼎丰腐乳、

大白兔奶糖等一大批优秀的老字号产品

走出国门。

   只“上海”“海鸥”手表从上海空港口岸出口

上海老字号手表品牌首次“出海”

“五一”小长假前夕，金山区枫泾

镇迎来古镇旅游区对外开放 20周

年。庆典活动现场，十几件绘着金山

农民画的瓷器一字排开，通过添加农

民画元素，普通的瓷器变成一件件精

美绝伦、色彩浓厚的工艺品，水乡婚

典、田园生活等常见的农民画题材在

瓷器上被一一描绘出来，呈现出细腻

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

爱不释手。

原来，金山区16位农民画画师刚

刚在江西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接受了

为期一周的培训，探讨学习金山农民

画与陶瓷艺术的融合创作。学成归来

后，其首批创作成果就在庆典现场展

出。同时，金山艺术黑陶研究院也于

当天在枫泾镇揭牌。

江西景德镇以其卓越的陶瓷艺术

及制作技艺而闻名海内外，在当代也

是宗匠大师辈出；而上海金山农民画

同样很有知名度，截至目前，共有6位

金山农民画画家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9位被评为

金山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2位

被命名为金山农民画画师。那么，金

山农民画画师为何要前往陶瓷之都景

德镇接受培训？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陶瓷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徐辉告诉记

者，陶瓷和农民画很有匹配度，但两者

间的合作还是最近的事。据了解，景

德镇正在开展一场全市范围的文化交

流，希望通过产业振兴，使这座城市焕

发更大活力，促进更多合作与交流。

而金山区也正在考虑如何擦亮农民画

这张名片，加强文旅结合。两地一拍

即合，金山农民画与景德镇陶瓷艺术

结合起来，将形成一个新热点，无疑会

对两地文旅产业带来“双赢”。

4月15日，上海市金山农民画与

陶瓷艺术融合创作培训开班仪式在景

德镇艺术职业大学举行。16位农民

画画师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深层次、

全方位接受艺术指导，以此进一步把

握艺术规律，创作出更具艺术价值、更

具影响力的作品，赋予农民画、黑陶艺

术等宝藏更多艺术形式，推动文化传

承保护创新。

“在一件瓷器上完整展示原来的

农民画，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画家们

截取了一部分画作上的场景，结合瓶

器的特色，做一些比较新颖的构图，这

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突破。”培训班负责

人毛纪萍说。

一周的学习培训除了传授陶瓷古

彩装饰技法外，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的教师们还深度讲解了陶瓷古彩装饰

与金山农民画的创作联系，让农民画

画师在学习中尝试农民画题材的古彩

装饰创作，“农民画用的是水调和颜

料，而陶瓷上的图案需要经过油墨调

和，再将图案绘在白瓷表层，最终通过

烘烤成型。后续，我将把自己的经典

作品进行再创作，呈现在白瓷上。”金

山农民画画家陈惠方初次尝试陶瓷技

艺后，不禁萌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金山区与景德镇的另一个相交点

是黑陶。金山黑陶是江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历史可追溯到良渚时期，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

值。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烧制难度大，

金山黑陶显得尤为珍贵。近日，金山

区黑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上海市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加以保护传承。

在庆典上揭牌成立的金山艺术黑

陶研究院，宣告金山区将与景德镇联

手，在枫泾镇打造黑陶艺术复烧研发

基地，让金山黑陶突破技术瓶颈，以当

代美学标准、以更加贴合现代生活的

导向深入开发系列产品，从而再次绽

放独特的艺术光芒。陈惠方说：“黑陶

是金山的特色，希望把金山农民画用

黑陶形式呈现，让金山农民画有更多

载体，更具艺术价值。”

专程来沪参加庆典的徐辉表示：

“未来，金山农民画会在景德镇以餐

具、茶具、花器，甚至首饰等更多艺术

形态呈现，不仅是平面的，更是立体

的、实用的。”今后，两地还将围绕金山

农民画、金山黑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

产业发展、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和品牌

推广等，探索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培

育孵化长期性共建项目，助力提升金

山农民画、金山黑陶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

发展，促进两地文化产业合作共赢。

金山农民画烧制成精美瓷器，呈现浓厚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

枫泾镇牵手景德镇擦出创新火花
■本报记者 薄小波

工作中的吴强。（受访者供图）

培训班学员尝试农民画题材的陶

瓷创作。 本报记者 薄小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