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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 8
日是第 25 个记
者节。

这是一个不
放假的“节日”，
但是，对于记者
这个行业来说，
也是一个自我内
省、自我认知、自
我审视、自我激
励的日子。

这个节日，
我们可以转换一
下视角，把自己
当做主角，去体
验热气腾腾的生
活、去感受各行
各 业 的 酸 甜 苦
辣、去书写城市
发展的故事、去
奏响昂扬向上的
交响。

这次，我们
换一种角度去践
行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

这次，我们
不仅在一线、我
们就是一线；

这次，我们
用第一人称去表
达、用 VLOG 去
记录、用对比合
影来表述，让我
们距离现场更近
一些、让我们扣
时代的脉搏更紧
一些、让我们的
文风更接地气儿
一些……

在记者节来
临之际，本报开
设【我在一线，为
您报道】栏目，走
近不同行业代表
身边，去体验各
行 各 业 的 工 作
状态。

我们深信，
只有在一线，新
闻才更生动；

只有在一线，
故事才更动人；

只 有 在 一
线，记者才称得
上是记者。

开栏的话

A08~09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我已
经站在了郑州大学农学院的实验室门
口，心中既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又
难免有些忐忑不安。毕竟，对于一个习惯
了文字与镜头的人来说，实验室的精密仪
器和复杂操作无疑是全新的挑战。

秦教授热情地迎接了我，他的笑容温
暖而亲切，一下子消除了我所有的紧张
感。在他的带领下，我换上了白色的实验
服，戴上了手套，全副武装地走进了实验
室。那一刻，我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各
种仪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仿佛在诉说着
科学的奥秘。

秦教授耐心地向我介绍了实验室的
各种设备和用途，从显微镜到离心机，从
培养箱到灭菌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严
谨与专业。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表
示理解。然而，当真正轮到我上手操作
时，我才深刻体会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
大差距。

“首先，我们要学习如何培养菌液。”
秦教授边说边示范，他那娴熟的操作手法
让我赞叹不已。我紧跟其后，小心翼翼地
量取着培养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破坏了
这份精密的实验。在秦教授的指导下，我
成功地将培养基倒入无菌瓶中，然后放入
恒温培养箱，等待着菌液的生长。

生物技术员：

试验台的种苗
蕴含着生命奇迹

在这个属于记者
的节日——记者节前
夕，我踏上了一段不同
寻常的体验之旅。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
有幸跟随郑州大学农
学院的秦广雍教授，体
验了一天生物技术员
的日常。这不仅是一
次对科学世界的深入
探索，更是一次对心灵
的洗礼和职业生涯的
深刻反思。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但在这漫长
的等待中，我并没有闲着。我们聊起了他
的科研产品——云台冰菊。云台冰菊是秦
教授团队研发的一颗璀璨明珠。这种通过
复合生态种植技术培育出的怀菊花精品，
每年产值能达到5000万元，而且绿原酸含
量高，口感清香，深受消费者喜爱，更重要
的是，云台冰菊在种植过程中实现了零农
残，真正做到了绿色、健康、安全。

“云台冰菊的成功，是我们团队多年
科研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结晶，我们可是研
发了 15年啊。”秦教授感慨地说，“我们不
仅要让菊花长得好，还要让它喝得健康、安
全。”秦教授的话语中透露出对食品安全的
深切关注。在他看来，农产品的安全性直
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活品质。因
此，他们在研发过程中始终坚守绿色、健康

的理念，确保云台冰菊在种植、加工、销售
等各个环节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正当我为自己的“初战告捷”感到欣喜
时，意外发生了。在用移液枪对菌液进行
转移时，我不小心碰倒了一个装着菌液的瓶
子，只听“哐当”一声，瓶子应声而碎，菌液四
溅。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紧，仿佛听到了
自己心跳的声音。秦教授见状，迅速而冷静
地处理了现场，并安慰我不要紧张。他告诉
我，科学实验中难免会遇到意外，关键是要
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犯错。

虽然这次意外让我有些沮丧，但秦教
授的态度却让我深受鼓舞。他不仅没有
责备我，反而耐心地教我如何正确处理实
验废弃物，以及如何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
生。在他的指导下，我重新振作起来，继
续投入到接下来的实验中。

15年研发出云台冰菊

“看，这就是我们正在培育的种苗。”秦
教授指着温室里的一排排绿色植物，眼中
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我走近细看，它们的
根系在培养液里，种苗虽然还很小，但每一
片叶子都充满了生机，仿佛蕴含着无限的
可能。我惊叹于生命的奇迹，更敬佩于科
学家们的辛勤付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着力量。

随着夕阳西下，一天的体验也接近尾
声。回顾这一天，我经历了从紧张到兴
奋，从迷茫到清晰的心路历程。我深刻体
会到了生物技术员的不易，他们不仅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拥有耐心、细心
和恒心，记者也是如此。耐心让记者细心

确保报道的准确性，恒心则支撑记者面对
挑战，用笔和镜头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每一
个瞬间。

“今天，你不仅是一名记者，更是一名
科学家。”秦教授在结束时的寄语，让我倍
感荣幸。这一天，我不仅记录了生物技术
的点滴，更体验了科学家的精神风貌。

“笔下有科学之光，笔下有生命之奇，
笔下有未来之梦。”这是我此次体验后的
深刻感悟。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
愿与所有同行共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用我们的笔触，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科技之
光，为历史留下我们独特的印记。
记者 赵冬/文 徐宗福/图

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贡献科技力量

走进神秘的实验室

赵东（左）在秦广雍教授的指导下给育苗的棉花喷水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 19 个
新职业，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应用员”应时而生。之所以
被称为“AI 奶爸”，因为其主要
任务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及
工具，从事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设计、调用、训练、优化、维护管
理等工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
帮助AI“懂事”，进而“做事”。

10 月 30 日早上 8 点半，换
上进入机房的蓝色工作服，穿
上脚套，戴上手套，生成式人
工智能系统应用员陈世名带着
我早早来到他每日工作的第一
站——中原数据基地算力机房，
来这里巡视机房算力集群服务
器的运行情况，只见他穿梭在一
排排大型“铁疙瘩”中，不停地查
看、记录……

29岁的陈世名从河南大学
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原数据基地
工作，主要职责除算力机房设备
维护及云平台运营外，还有人工
智能项目的研发管理，包括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

“这些设备是我工作的重

中之重。每天上班，我的第一
件事就是进行线下和线上的巡
检 ，确 保 它 们 的 运 行 一 切 正
常。”陈世名一边说，一边头也
不抬细致地检查每一台机器显
示的信号灯。接着，他又说：

“我们的机房有着很高的建设
维护标准，通过先进的运维管
理平台可以实现网络链路的自
行诊断。”

在 参 观 过 程 中 我 突 然 发
现，每台机器上都连接着密密
麻麻的线缆，每根线缆上都有
一个白色的小标签。“这些线缆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好奇地
问。“这些线缆是高带宽的光
纤，它们齐心协力才能让算力
集群高速同步。”陈世名指着这
些光纤说。

看着眼 前 庞 大 的 数 据 机
房，我在惊叹之余不禁皱起眉
头，人类的肉眼排查怎能与人
工智能大模型飞速生成的效率
同日而语？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陈
世名解释道：“其实模型都是靠

数据来训练的。我每天都会写
脚本进行排查、利用自主搭建的
AI平台生成语料。”

训练大模型“学生”，需要
大量的数据样本作为“课本”。
为了研发部门的知识库模型，
陈世名和他的团队搜集了大量
的规章制度、运维规程、学习课
程等文件，并将它们整理成大
模型识别的文件格式，让大模
型去学习。

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
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
技术，在训练过程中，要把数据
变成语料“投喂”给大模型，让
它凭借语料“自学成才”。这一
过程中，不断纠正它的错误回
答，让它逐渐成长为该知识领
域的专家。

如果将大模型比作社会中
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大模型
的大部分常规回答可以反映其
接受“公共课”的程度。而事实
上，通过进行专业领域语料的

“投喂”，AI在“专业课”方面也
有很好的表现。

让“铁疙瘩”成长为知识领域的专家

智能驾驶巴士小宇外观看起来圆润
萌酷，色彩靓丽，小巧可爱，科技感十足。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维修工
高级技师杨卫锋师傅，首先向我和摄影
记者老马介绍了小宇的有关情况。

近年来，宇通围绕“车-路-云”关键
技术，建设了自主可控的自动驾驶核
心技术平台，形成了一体化智能网联
解决方案和系列化产品，不断拓展自
动驾驶的多场景示范运营，覆盖公交、
通勤、环卫、机场、矿山等多个运营场
景，推进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场”走

向“大市场”，以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
力蓄势赋能。

“自动驾驶客车已累计运营超过
1300万公里，覆盖城市公交、景区园区
通勤、机场摆渡、商务接待等场景，产
品竞争力和场景适应性持续提升。”杨
师傅说，宇通的自动驾驶客车产品安
全运营 5 年，国内已在郑州、广州、天
津、秦皇岛、绍兴、南京、惠州等地实现
常态化运营；海外市场实现突破，在中
东地区和新加坡等地实现了批量销售
和示范运营。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

练就“火眼金睛”
幕后守护自动驾驶

霜降已至，秋意
渐浓。10月29日，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新能源厂区，一派
繁 忙 的 生 产 景 象 。
即将到来的 11 月 8
日是中国第 25 个记
者节。我作为一个
从业 20 余年的老记
者，能来到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体验
一把宇通智能驾驶
巴士测试员的工作，
也有一些莫名的紧
张与兴奋。

介绍完毕，试乘开始！我与老马坐
上小宇，然后通过平板 iPad，选定出发点
新能源厂区A1大门，到站点承装车间，
点击发车，小宇便“乖乖地”自动启航，平
稳发车。一路经过厂区多个站点，小宇
能准确避让行人车辆，自动变道、自动转
向、精准停靠、识别红绿灯，俨然是一个
老司机在驾驶。车内屏幕上，还能显示
红绿灯剩余的时间。时值下午 5点半以
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提示说：“小
宇，打开车灯！”话音刚落，小宇便立即执
行命令，车厢内瞬间亮了起来。

“小宇配备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
视觉相机、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可精确
感知周边环境、识别红绿灯、精准靠站。”
杨师傅说，小宇除语音控制灯光外，还能

够精准控制空调的温度和风速几档，还
可以语音控制播放音乐和对话等，也有
约车的功能，可谓“智力超群”。

测试员每天的日常工作，不仅要对
自动驾驶车辆自动驾驶系统的版本测
试、验证、定版和发版，还要对自动驾驶
车辆各总成零部件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并解决测试过程中的各类疑难问题。

的确，“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已然
到来，一辆车上可以集成上亿行代码，自
动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等功能都
依赖于复杂的软件。而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员则负责与“智能”相关的功能测
试——在持续的测试中不断定位出智能
汽车系统的问题，并协助研发同事修复
问题，保障车辆最终量产上市的体验。

杨师傅来自巩义，2002年就入职宇
通，至今在此已经工作了 20多年，见证
了宇通从传统汽车到新能源车再到智能
网联的一路飞跃。他本人不仅找到了工
作的乐趣，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入选中
原英才计划-中原领军人才、河南省技术
能手、省市级高层次人才、省市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领办人、郑州市突出贡献高技
能人才、享受郑州市政府特殊津贴。他
还有一个专门的杨卫锋创新工作室，团
队人数有十几个人。

行至承装车间之后，小宇平稳停
泊。随后，我们选择厂区的一个地沟，给
小宇发出命令，行驶至地沟上面，方便我
们进行车辆底盘检查。杨师傅递给我一
个安全帽与一双白手套，一起钻到地沟
里，抬头仔细检测小宇的底盘，看看钢

圈、轴承等有无异常。
通过半天体验智能驾驶巴士测试员

的工作，我发现，这虽然是一个新兴的职
业，看起来好像并不累，但是，这个工作
需要有充足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工作经
验，否则，你就很难发现车辆运行中的不
足与问题，成为人们常说的那种“瞪眼
瞎”，将无法对车辆的改进提升提出有价
值的建议。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高新技术
的快速发展，智慧交通行业也得到了快
速发展。郑州作为全国首批“公交都市”
示范城市，不仅在公交领域堪称典范，在
智慧出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走在全
国前列。
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

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场”走向“大市场”

小宇跑起来俨然是一个老司机

测试员要有充足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工作经验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

“AI奶爸”赋能智慧大脑
帮助AI学做事

当你问 AI：“秋季适合去哪里
旅游？帮我做攻略。”AI 可能会回
答：“主流推荐地：喀纳斯、九寨沟、
稻城亚丁……小众推荐地：芒市、
台州、郴州……”而且每个地点后
面都有一篇旅游攻略。

这样灵活多变的回答出现在人
类与生成式AI的对话中。在采访之
前，我还质疑人工智能的准确性、智
能性，采访后我发现，其实，一款AI
大模型产品之所以能够应对万千人
的问题，是因为上市之前都会经过

“AI奶爸”海量数据“投喂”，倘若在
“训练”过程中出现错误信息，则会被
“AI奶爸”迅速定位并及时修正。

来到办公室，坐在大模型的
对话框前，我出于好奇，临时向
陈世名提出了一个请求：“能否
把我的采访问题发给它，看它怎
么回答？”

“完全没问题。”
接下来，我把采访提纲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有
哪些？在赋能各行各业的过程
中有什么案例？在医院如何赋
能医学？”一连串的问题发给大
模型，几秒工夫，大模型“思考”
后回复了让众人满意的文本。

这下，我彻底被眼前这个
“智慧大脑”所折服。看到我接
二连三地被震撼，陈世名满意地
笑了，但他也告诉我，目前，自己
训练的大模型是部门内部“专属
定制款”，是通过搜集大量的规
章制度、运维规程、设备硬件说
明书等文件，并将它们整理成大

模型识别的文件格式，让大模型
去学习训练而成的。如今员工
们可以实现网络维护规程的查
询、硬件设备信息查询、人员规
章制度管理查询。

“训练过程想必非常机械、枯
燥。”我不由得说道。“不经彻骨
寒，怎得扑鼻香。”对于自己的成
果，陈世名表现得轻松且释然。

“您觉得未来人工智能的发
展方向是怎样的？”采访最后，我
终于问出了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的问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
世名一言以蔽之，“人工智能的
发展前路漫漫、未来可期，今后
将向多模态方向演进，与各行业
深度融合，涉及科研、开发、成果
转化以及算力、算法、数据、产业
应用、生态营造等相关领域。只
有在各行业领域构建协作发展

的多层次算力体系，才能更好赋
能产业优化升级。”

而随着人工智能正在变得
更加成熟和聪明，陈世名向我坦
露，这促使他不停学习，以跟上
技术的步伐，这需要继续创新，
想出新点子来让人工智能更好
地结合现有生产场景，帮助用
生成式AI赋能百业千行。“我这

‘老师’也得懂行啊，不然怎么
教呢？”

是啊，学无止境，路漫漫而
修远兮。突然，生活、学习、做
人、工作中的一切磕磕绊绊一
下子变得不值一提，人类与科
技的边界感在消融，机器都在
学习更何况是我们人类呢？且
行且珍惜，在记者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热泪盈眶，继续在路上
勇往直前吧！
记者 陶然/文 徐宗福/图

人工智能的发展前路漫漫、未来可期

记者（右）在工作人员陈世名的指导下了解中原数据基地运行情况 记者（右）和宇通高级技师杨卫锋感受智能驾驶巴士测试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