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第223期

热线电话：（0633）8781581 Email：dzrbrzxw@126 .com 9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记者：作为一名在人工智能领域从业多年
的企业家，你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2020年？

李庆民：我们正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时代。去年的新冠疫情，来得太突然，当时企业
心里没底，有种生死未卜的感觉。不过，总得找
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为抗击疫情做点贡
献，于是开始着手打造第一款消毒杀菌机器人。

记者：企业以前并没有做过消毒杀菌机器
人，面临不少困难吧？

李庆民：当时物流不通畅，商店关门，上下
游的厂商都停止营业，什么零部件也采购不到。
但是我们经常提的一句话就是“把目标刻在钢
板上，把方法写在沙滩上”。目标定下来，就这么
办，那方法呢，要随时调整，灵活改变。

当时最常用的消毒方法，是工作人员穿着防
护服拿着喷雾器消毒，我们从这里找到了灵感。公
司敲开了日照一家农资商店的大门，从那里买到
了一台电动喷雾器，回来就进行了改造，让机器人
背着喷雾器，按照预先设置好的行走路径，自动控
制喷雾进行消毒。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打造出了
第一台喷雾消毒杀菌机器人，青岛的一家代理商
便打来电话采购了一批。

记者：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参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新闻。

李庆民：是的。当时国内不少媒体争相报

道。英国的每日邮报曾有一篇专题报道，题目叫
《隧道尽头的光明》，内容是中国的新冠肺炎疫
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用的就是创泽杀菌消毒机
器人生产线的现场照片。

记者：能够进入一个新领域，这也说明企业
危中觅机的能力比较强吧？

李庆民：机遇还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的。2020
年3月3日，国家筹建第一个人工智能抗击疫情
的示范单位，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301
医院。创泽是“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
点任务”的国家技术攻关单位，本身承担着为国
家进行相关科研攻关的任务。当天我就带着两
个驾驶员连夜赶往北京，晚9点走，第二天早上5
点到达北京，上午在301医院参加会议。

也是在301医院，我们的杀菌消毒机器人不
断得到升级完善，从普通的小型喷雾消毒，到大
型开放空间的消杀、室外空间的消杀，再到进病
房消杀，这要解决人机共存的杀菌消毒难题，需
要从理论到实践的突破。所幸，我们成功了。由
于产品的出色表现，去年6月，公司被工信部表
彰为“人工智能抗击疫情先进单位”。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我们把目标放在
了国外市场。我们申请了相关资质，全力开拓海
外市场，现在第一批杀菌消毒机器人已经装在
货轮上驶往美国了。

记者：不过，在最初有不少人并不看好杀菌
消毒机器人，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噱头。

李庆民：事实胜于雄辩。人工智能的发展会
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并会不断颠覆人们的
认知。当下，人工智能发展更面临难得的机遇，
一个是5G技术的应用，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
了技术支持；另一个就是疫情等突发事件。通
过疫情，我们从中找到更多可以用机器人代替
人工的领域。比如杀菌消毒工作，在未知的疫
情面前，不能总让人以血肉之躯冲锋在前，有
了杀菌消毒机器人，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在人
员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全天候24小时执行杀菌
消毒任务，既高效又安全。

对超出大多数人认知范围的新生事物，大
家开始一般都有一个否定拒绝的态度，从接受
到认知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供职的单位多年前
买了台电脑，就用布罩盖上，再搞个防盗门锁
起来，不知道怎么用。还有新媒体，有多少人
包括传统媒体从业者在一开始是接受的？技术
的进步会颠覆一个行业的发展路径。

记者：听说创泽的人工智能还应用在了教
育方面？

李庆民：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一个
老大难问题，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帮
助解决。虽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无法
实现因材施教，但是对于一些优质教学资源匮
乏的偏远山区孩子，能够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们
一样聆听特级教师的授课，也是教育的一大进
步。炸鸡汉堡方便面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垃圾

食品”，但对营养缺乏、吃不饱饭的人来说，
却是难得的美食。

目前，我们已经在贵州毕节的山区实现了
人工智能机器人授课。

记者：看来你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充满信
心。

李庆民：人的认知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
先知先觉、一种是后知后觉、一种是无知无
觉。好的公司要学会在别人的质疑声中发展壮
大，尽可能在一个新产业来临之前做好布局，
而不是空喊或者摆手拒绝。

很多人都认为无人驾驶还早，机器人改变
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机器人的性能正在
变得越来越强大，从弱人工智能时代到强人工
智能时代，再到超人工智能时代，应用场景越来
越广泛，人们对机器人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

可以确定地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了。
对人工智能产品必须先用起来，只有用起来才
能发现问题，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进行升级迭
代，只有不停地升级迭代产品才有竞争力，只
有产品有了竞争力，我们中国的企业才有竞争
力。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发展方向。

我对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非常有信
心。这些年来，我奔走全球各地，与多个国际人
工智能技术先进实验室进行交流，大家都有个
共识，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领先世界。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秦晓涵

在一个征迁项目中，需要开几
次协调会？

一个半月前，临沂临港疏港铁
路岚山段的征迁工作全面完成。该
项工作自2020年7月份启动以来，
其间只开了一次动员会，就解决了
涉及岚山区碑廓镇13个村居中13处
房屋和316亩耕地的征迁问题。

征迁工作之难有目共睹。此
前，为服务铁路项目建设的征迁工
作，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需要组织
各类协调会议少则十几个，多则几
十个，还伴随着各种问题不断出
现。为何此次征拆工作如此顺利，
且未引起任何纠纷？

“我们创新了铁路征拆工作的
新思路。”岚山区交通运输局二级
主任科员刘崇义一语释疑。

刘崇义所说的“新思路”，是
2020年起岚山区交通运输局创新推
出的“四同步、三提前、两公示、
一到位”的工作模式。“四同步”
即在地上附属物清点核量过程中，
施工放线、测绘、评估和审价四个
部门同时介入，现场确认并审核。
较以往依次展开工作，新方法的工
作效率高，还不会出现各干各的活
儿导致各部门数据误差大、对不上
等情况。“三提前”即在拆迁工作
之前，由业主对测绘公司、评估公
司、审价公司进行招投标，确定中
标单位，既降低了费用，又促使各
公司提前介入业务。“两公示”即在
评估公司评估后，在各村公示附着
物清点核量表，对附着物数量、金额
等张榜公布，村民提出异议的，在复
核后再次进行公示，确保准确无误。

“一到位”即征迁赔偿金额一步到
位，款项由镇经管站直接拨付到户。

“以‘一到位’为例，之前的赔偿资金是由
铁路公司先拨付到区财政，由自然资源局申请拨
付到我局，再拨付到镇办，最后到各村（居）再
发到村民手中。时间慢不说，村民们还怕环节太
多以至于到手的资金出现问题。如今征拆户只需
提供一张银行卡账号，款项由镇经管站直接拨付
到户。”

从2020年7月17日，区领导组织相关部门、
镇、企业，召开临沂临港疏港铁路建设动员大
会，到12月16日西辛兴村民宅开始拆除，12月20
日征迁工作全面完成。有了创新方法的支撑，临
沂临港疏港铁路岚山段的征迁工作圆满完成既定
任务。

在岚山疏港铁路工程的征迁工作中，岚山区
交通运输局同样采用了“四同步、三提前、两公示、
一到位”的工作模式。目前，涉及两条新建铁路4个
乡镇44个村居约1200亩土地的征拆工作已全部顺
利完成，共拆迁房屋303户，金额约8371万元；清理
苗木及附属物1143亩，金额约2924万元。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何晓磊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莒县招贤镇玫瑰产
业园的现代智能化温室大棚里春意盎然，各色
玫瑰花含苞待放。包装车间里，工人们仔细地
将一束束鲜花整理装箱，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花
卉市场。

“大棚是为玫瑰花种植量身打造的，这里种
出来的花，一点儿都不比云南本土的差。”负责
大棚运营的云南禾韵花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姬翔
生说，莒县财政统筹扶贫资金建设花卉大棚，同
步配套建设供暖管道、路网、电力、排水以及周
边绿化，企业只需带着技术和花苗即可“拎包入

住”，让他们在这里扎根发展，既省心又安心。
通过引进国内玫瑰花种植龙头企业，招贤

镇的玫瑰花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
在经营好承包的玫瑰花棚的同时，还为周边村
花农提供技术支持，与他们一起抱团闯市场，
让村民腰包变得越来越鼓。目前，招贤镇已发
展玫瑰种植专业村6个，种植面积达6500亩；果
蔬种植专业村10个，种植面积5000亩。

近年来，莒县财政部门拓宽筹资渠道，累
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 . 17亿元，为脱贫攻坚和
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动力”。其中，投入产
业扶贫资金3 . 28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44
个，项目涵盖种植、养殖、加工业等传统产业
和光伏、电商、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年实现

收益达2300万元；累计投入资金1 . 5亿元，建设
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种养基地项目19个，创建市
级以上农业示范园区16个，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数量124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4个。如
今，招贤玫瑰、小店芦笋、库山药材、夏庄绿
茶、果庄油桃等成为莒县现代农业发展的亮丽
名片。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脱贫攻坚成果，莒县
创新开展金融扶贫，积极构建“财政优先保障、
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
局，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活水”。通过“委托经
营、保底收益”的模式，莒县累计发放小额扶贫
信贷3 . 53亿元，实现收益4625万元。同时，莒县将

乡村产业振兴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建立多元投
入格局，通过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乡村产业振兴当中。该
县财政部门设立了1000万元的农业信贷担保贷
款风险补偿金，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
对工商资本年实际新增投资1亿元以上的乡村
振兴项目，按实际新增投资额的1%比例给予奖
补，撬动工商资本投入4 . 5亿元。

此外，莒县还创新设立“亲情宝”孝德基
金，每月子女交纳100元、县乡补助20元，实现
70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全覆盖。目前，该县
已累计发放孝德基金7190万元，惠及贫困老人
1 . 58万人；全县建档立卡3 . 25万户5 . 27万名贫困
人员已全部实现脱贫，贫困村全部“摘帽”。

莒县：“财政+”为乡村注入“金动力”
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 . 17亿元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觅得AI先机
——— 专访创泽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民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进一步提升政府办事效率，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
市公安局深化主题式场景服务，聚焦外国人来华
工作和居住“一件事”，通过合署办公，实行
“一窗受理”“一次办结”。

原来需要到日照市政务服务大厅和市公安出
入境管理大厅两个大厅办理2个证件，跑腿4次，
流程再造后，只需到日照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大厅
跑腿1次。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办理，体检证明和
有效护照两项材料可共用，实现一套表单、一套
材料同时办理两个证件，办理时限也由10个工作
日压减至5个工作日。

外国人来华工作和居住

“一件事”一次办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月6日，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

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994人被
授予“全国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记者从日照
市人社局获悉，日照市农民工李纪明和刘春杰2
人获此殊荣。

据悉，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
体每5年表彰一次，评选条件要求年龄在16-60周
岁，户籍在农村（不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全日制高
校毕业生），进城务工经商或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创业3年以上。

2人获“全国优秀农民工”

荣誉称号

□李世伟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70多岁的日照市民马宏

伟来到日照银行银海中心支行，收到了一份暖心
的礼物：一张该行员工手绘的“手机银行使用说
明书”。通过一幅幅简单生动的图画，戴着老花
镜的马宏伟不但成功下载了手机银行APP，而且
学会了使用方法。“不用为了查询社保卡里的余
额，就冒着严寒去银行了。我要把这张说明书推
荐给我周围的老伙计们。”马宏伟高兴地说。

“足不出户，手指点点，就能在手机银行
APP上轻松查询余额明细、转账汇款、购买理
财。这些年轻人信手拈来的基础业务，却让老年
人深感力不从心。”日照银行银海中心支行负责
人告诉记者。“现在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越来
越多，但很多功能不会用，特别是银行业务又有
特殊性。希望通过这张说明书，能让更多老年人
享受到数字科技带来的便利。”

为老年人手绘

“手机银行使用说明书”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

与山东黄海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签订“知识产权托
管”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
运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这是日照市首例知识
产权托管服务试点项目。

据悉，知识产权托管是企业根据需求，将知
识产权相关事务以合同缔约的方式委托专业的服
务机构进行管理。通过托管，企业能够实现知识
产权人才的合理配置，节省人才、时间等方面的
成本，发挥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同时，能够破
解企业因缺乏专业人员致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
产权丧失或知识产权价值得不到有效运用和转
化、不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经济效益的困境。

日照首例知识产权

托管项目签约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刘 伟 庞远栋

一行行，一片片，青绿的黑松随风摇曳。
冬日万物萧瑟，日照市东港区王家官庄村废弃
采石场综合治理项目现场，却是一派生机。

两年前，这里还是陡坡石翘、危石耸立的
废矿坑，每有风起，尘沙漫天。三四十年前，
这里是日照有名的采石场，每天机器轰鸣，采
石声不绝于耳。传统的粗放型开采遗留下十余
个大小不一的矿坑，犹如一个个硕大的“疮
疤”分布在田野山间，令人触目惊心，存在着
极大的安全隐患。

这座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矿山，还能否
找回曾经的“高颜值”？2017年9月21日，经
东港区政府批复同意，日照东港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中标实施综合治理。2018年8月3日，
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王家官庄村废弃矿坑整治项目，是山东省
首个开发式废弃采石场综合治理项目。外无经
验可循，前无做法可鉴，一切都要“摸着石头
过河”。

矿坑最深处相对高度达130米，修复过程
中，施工人员需使用绳索系在腰上，下到矿坑中
进行操作。项目负责人郑涛感慨：“这里的每一
棵树、每一株草，都意味着数倍艰辛的付出。”

采购什么机器？各项工作操作执行什么标
准？日照东港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一点一点
摸索。三年间，施工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先后
修建了8000余米的排水沟和3000余米的重力挡
土墙，在一片矿坑群中，完成治理区620余
亩，栽植各类绿化果木15万余棵。

在郑涛手机里，两张图片一直舍不得删，一
张是整治之前的满目疮痍；另一张，拍摄于2020
年夏天：治理区域呈阶梯状，立体的绿化植被层
层叠叠，几乎已看不到地面裸露的土壤。

因治理成效初显，王家官庄村废弃矿坑整
治被推荐为全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典范进行推
广，“环保世纪行”、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现场观摩会等活动30余次到现场参观。2020
年12月，项目顺利完成专家验收和中央环保督
察摘牌。

矿坑是“痛点”，也是资源。随着治理的
深入，东港区对矿坑治理有了更深认识和更高
追求：瞄准绿色发展和综合利用，让这片土地
重焕生机。

据悉，按照“废弃矿综合治理+建材产业
园项目植入”的发展模式，日照东港农发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结合生态功能和后续资源开发利
用、产业发展等需求，打造高标准的绿色、精
品、智能、高效的建材产业园区，目前已进入
规划设计阶段。园区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
市的业态布局，为城市提档升级腾出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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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疮疤”又复绿

■回眸2020展望“十四五”系列访谈③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魏玉宝 报道
近日，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骨顶鸡相聚在五莲县墙夼水库，追逐、觅食、嬉戏，成为冬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悉悉，白骨顶鸡是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是重要的生态环境指示性生物。近年来，随着五莲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白天鹅、白骨顶鸡、东方方白鹳等数十种珍稀鸟类
频频出现在五莲的山水田园间。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月9日早，“初光先照 齐鲁同

行”2021首届祈福迎新百公里精英赛暨“迎省运 爱
日照”日照市全民健身迎新跑活动在太阳广场举
行。参赛运动员们沿太阳广场、绿舟路、湖心岛、碧
海路、万平口大桥开展了6 .25公里的迎新跑。

日照市举行

全民健身迎新跑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宗 杰

虽然养鸡效益不错，但养殖所带来的粪污外
排处理问题以及周边村民的怨言，一直让岚山区
黄墩镇养鸡专业户马朝辉烦心不已。据悉，黄墩
镇是个养殖大镇，年出栏生猪6万头、肉鸡300万
只。马朝辉的苦恼，也是全镇养殖专业户们共同
的苦恼。

但现在，“马朝辉们”终于不再烦心了。
一切源于一个“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的引入。日前，记者在位于黄墩镇大辛庄村
北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所在地
看到，机器正在对畜禽粪污进行腐水沉化和耗氧
发酵处理。

“畜禽粪污处理采取干湿分离和生物杀菌除
味技术，固体粪污发酵后加工成有机肥，液体粪
污经沼气池发酵后，沼液则会被运送到田间，灌
溉农田。”项目负责人马成鹤介绍，该项目共投
入3000余万元，主要对病死动物、畜禽粪污进行
收集和无害化处理，日处理能力170吨，其中病
死畜禽日处理能力12吨。

畜禽养殖废弃物

“变废为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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