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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奔涌而至 填补人的短板
——互联网大会上看人工智能

□盛人云

12月2日，西安市西二环开远门
桥上发生38辆车连撞交通事故，造成
两人轻伤，警方通报事故原因为路面
洒水结冰所致。（《华商报》）

每年冬天，因路面洒水引发交通
事故的负面舆情都会“如期”到来。
寒冬洒水频频惹祸，问题究竟出在哪
里？

在城市街道上洒水，本是保持城
市整洁的一种重要举措，这是日常城
市管理服务之一。可是在大冬天气温
偏低的清晨洒水，出发点虽好，是为
了给市民一个更干净的环境，但发生
车辆交通事故的危险也增加了，反倒
令市民叫苦不迭。

0℃以下，道路遇水结冰，应是常
识。2017 年10 月，西安市城市管理局
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冬季市容环
卫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曾明确规定，
各单位要进一步规范洒水车作业。进
入冬季后，道路冲洒水要适时、适

量，抑制道路扬尘。但在气温达到3℃
以下时，要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冲洒
水作业，避免因此引起的安全事故和
负面舆情。气温3℃以上时，对辖区道
路进行冲洒水作业要按照机扫车跟
进、保洁员配合扫水的方式进行，避
免路面结冰。但显然，这样的规定并
未得到有效落实。

其实，除了寒冬洒水外，在一些
地方还出现过暴雨天浇树、大风天扫
街等“闹剧”，都曾引起舆论的讨伐。
这些不考虑现实环境状态，只知道完
成自己手头工作的机械做法，说到底
还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在作怪。“寒
冬洒水”频惹祸等事件提醒我们，无
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结合客观实际，
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切
忌刻板机械，只顾完成自己的工作，
不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

笔者以为，要把冬天洒水这样的
好事办好，关键还是要心中真正装着
百姓，处处为群众着想。政府有关部
门不仅要制定相关规定，而且要建立
良好的运行机制，促进规定得到落实。

5年内我国将禁用全部高毒农药

“不仅仅超市这个领域，金融、房产、
教育、医疗、能源、物流……每一个方面，
人工智能都有非常多的应用。”百度创始
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

12月 4日，正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最新应用成果
引人注目，它们填补“人”的短板、“让生
活更美好”，也预示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和
应用产业“蓝海”奔涌而至。

哪些“人工”要被“智能”代替？

公共场所人流涌动，但在“天眼”监
控下，每个人的性别、衣着、身高、体型等
闪烁的浮标信息，都能透过镜头转化成
数据，传至系统后台……

“全范围扫描、迅速提取海量人脸信
息，形成特征码并传回后台数据库比对，
一旦匹配到一定相似度的目标人群，即
将数据传至警务中心进行二次比对。”矿
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说，数字化视频监
控系统能缓解警力不足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革新，镜头能捕
捉的数据信息加速扩围。2016年起，北
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研究“中
文唇语识别”并取得初步成果：基于大数
据、可视化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
提取视频图像中人物连续的口型变化特
征，通过识别系统计算出自然语言语句，
并同步显现文字。

阿里云“ET城市大脑”，应用于城市
治理、实时交通感知及优化、特殊车辆绿
波带等，为市民节省10%出行时间，为应
急车辆压缩通行时间5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说，
以企业为主体，当前中国产学研各界围
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进行全面攻关，图
像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等应用技术
进展迅速，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无人
机、智能家居等领域形成大量特色鲜明
的应用案例。

急剧扩张的产业，始料未及的风口

当下创业、投资的风口在哪里？在
创业者、投资人答案里，人工智能几乎是
必选项，然而这片“蓝海”奔涌而至的势
头，仍让业内始料未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
兴起，大数据的积聚、理论算法的革新、
计算能力的提升及网络设施的演进，驱
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智能化成
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陈肇雄
说。

一方面，人工智能自身技术发展的产
业链条正急剧延伸，腾讯人工智能开放平
台、人工智能专用处理器“盘古芯片”等提
供了强大的数据存储、处理能力。

“按照目前趋势，到今年年底，物与
物之间的连接总数要超过过去传统人与
人之间或智能设备和设备之间的连接总
数，2020年将达到 200亿个连接点。”中
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说，连接产生数据，
有了数据，才有了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
的基础。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传统事物融
合百花齐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世界
带来变革，衍生出大量新兴产业：京东智
慧物流实现仓储、分拣、运输、配送全供
应链环节无人化，科大讯飞“讯飞超脑”
不仅“能听会说”，还要“能理解会思
考”……

“现在人工智能不是过热，而是起步
阶段，最后应用会很广，大家可以朝着不
同方向发展。”上海考斯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项目总监薛伟星说，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将衍生出诸多细
分市场，容纳大量创新创业企业。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认
为，人工智能仍在快速发展阶段，智能终
端、数据、计算能力和算法是互联网数字
经济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要素，其
中算法作用将更加无可取代。

杨元庆说：“目前雨后春笋般涌现的
智能产品只是智能时代的一部分。随着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更多看不
见的人工智能将会服务各行各业。互联
网数字时代也会向万物互联、产业智能
时代迈进。”

“颠覆者”服务“美好生活”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及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
世界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朱皞罡说，人工智能作为“颠覆者”，
将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陈肇雄说，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
产品和服务将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智
能网联汽车将改变交通形态，使出行更
低碳、高效、安全；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
统将改变基层医技人员匮乏的现状，辅
助医生改进治疗方案；服务机器人将为
老人和儿童提供更多帮助和更高质量的
生活。 据新华社

寒冬洒水频惹祸值得反思

□汪昌莲

开车过斑马线，见两名行人站在
斑马线护栏中间玩手机，车主带了刹
车，见行人没有通行，便开过斑马
线，事后却收到一张未停车让行的罚
单。武汉武昌车主刘先生说起此事觉
得冤枉，目前他已向交通大队申请行
政复议。（《楚天都市报》）

礼让行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全，
体现了城市的文明，值得倡导和遵
守；现实情况却是，一些行人无故在
斑马线上滞留，不按红绿灯行走，不
仅让车主无所适从，不得不被动违反
交规，而且会造成交通拥堵，甚至引
发交通事故。正因为如此，针对行人
和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各地交管

部门安装了行人闯红灯视频抓拍、曝
光系统，并设立了交通整治宣传教育
点，现场开展宣传教育，强化交通参
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对于闯红灯等
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给予相应处罚。

可见，行人有行人的规矩，车辆
有车辆的规矩，不能只约束一方，这
样有失公平。换言之，车辆礼让行
人，还需行人良性互动。比如，在没
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车辆应主动减
速慢行，礼让行人，行人这时应快速
文明过马路，形成一种车让人、人让
车的和谐氛围。特别是，交管部门在
执法时，应尽量考虑现场具体的情
况，不能“一刀切”，需酌情处理；交
通法规不仅约束车辆，同样适用行
人，如果行人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
致事故发生，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记者日前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
国家铁路局对全局工作人员持有铁路
乘车证问题进行了专项清理，目前已
经完全撤销乘车证。铁路职工公务出
差乘火车一律购买火车票，按规定办
理财务报销手续。（新华社）

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向员工及其
家属派发“内部福利”，归根结底都
是“权力自肥”，是对国家整体利益
和公众权益的侵害。铁路部门撤销

“乘车证”的自律之举值得肯定，更
期待这样的权力制约和门户清理成为
各行各业自我监管与自我净化的常
态。

马路文明需要良性互动

我国正在使用的 12 种高毒农药，
依据风险大小和替代产品生产使用情
况，将加快淘汰进程，力争5年内全部
禁用，以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

12月 4日，记者从农业部了解到，
今年农业部对硫丹、溴甲烷2种高毒农
药发布了公告，确定将于 2019年全面
禁用。同时，涕灭威、甲拌磷、水胺
硫磷将于 2018年退出；灭线磷、氧乐
果、甲基异构柳磷、磷化铝将力争于
2020年前退出；氯化苦、克百威和灭
多威将力争于2022年前退出。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
德介绍，高毒农药在防治地下害虫等

方面的效果很好，目前现有的其他农
药还不能起到同样效果。既要防控高
毒农药风险，又要选择适用的农药，
这是一对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一是
要在现有农药中筛选一批可替代高毒
农药的产品，二是鼓励生产企业和科
研机构开展低毒高效化学农药研发。

在使用方面，农业部门对现有的
高毒农药实施定点经营，要求专柜销
售、实名购买、购销台账、溯源管
理，实现从生产、流通到使用的全程
监管。同时，禁止通过互联网经营销
售高毒农药。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