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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曲，会画画，协助写诗，助力金融预测……

“90后”白领辞职去大山支教
“爱飞翔·乡村教育”公益项目 11年直接惠及学生超 35万人

    2020年上海公共机构节

能宣传周正在进行。恰逢上海
垃圾分类实施一周年，前天，

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现场查看医院的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记者跟随政协组
前往眼耳鼻喉科医院、曙光

西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探访。

身居 “螺蛳壳”，

却要花式“做道场”

记者探访的三家医院都
位于市中心，占地面积较小，

人员流动性较大，这成为院
方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面

临的共同难题。即使身居“螺
蛳壳”，也要花式“做道场”。

推行垃圾分类，三家医院因

地制宜、各有妙招。
“这层楼归我负责，一天

下来要转多少遍，我都数不
清了。”在眼耳鼻喉科医院门

诊大厅，胡师傅身着浅蓝色
马甲，一手持垃圾钳，一手拎

着两个垃圾袋，在几处投放
点附近来回转悠。像他这样

的专职巡视员，汾阳院区共
配备了十名，他们负责及时

提醒患者与家属，并确保垃
圾分类正确、环境整洁。在医

院病区，垃圾袋还可“溯源”：
每个垃圾袋上都会贴上标

签，例如“6WF”所代表的就
是六病区，如果初次垃圾分

拣率较低，即可及时反馈。
医院的外地来沪患者占

了较大比例，他们没有养成

垃圾分类习惯，或者不明白上海的
分类规则；因为急于看病，关注重

点也往往不在这一方面。针对这类
情况，曙光西院加强宣传力度，在

门诊大厅的大屏幕上滚动投放宣
传图示，“四分类”垃圾桶也直接设

在收费窗口旁，一目了然。

市一医院则在细节之处下了
不少功夫：检验窗口有“棉球丢弃

处”；病区入口有“废弃口罩消毒回
收柜”；每一间病房的厕所门背后，

贴上温馨告示⋯⋯这些细节构成
了院区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既有

“小心思”，也有“大手笔”，前两年，
市一医院出资自建了一个干垃圾

压缩机。“医院每天产生约 120桶

干垃圾。原本，环卫人员一天

要来清运 3次，有了压缩机
后，每天只需要清运 1次。”

医院后勤保障处施慧介绍。

下阶段， 医院垃
圾分类怎么做？

本次“走进医院看垃圾分
类”主题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会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昨天下午，

医院垃圾分类工作座谈会举
行，部分区卫健委、市级医院

代表交流医院垃圾分类经验

做法，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垃圾分类实施一年，市

人大代表陶依嘉调研过许多
地方，也“翻”过不少垃圾桶。

“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大
家都搞不懂，社区里阿姨伯

伯反应最大；结果一年过去
了，现在他们成为垃圾分类

工作的主力军。”这一年来，
上海人的意识不断提高，这

让她感触良多。
“各有所长、各有千秋，

百花齐放、成效显著。”市政
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凤懋伦

用这十六字形容当天上午的
医院之行，“医院的人员流动

性太大，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可以想象背后的工作要细致

到怎样的地步。”
针对下一阶段的垃圾分

类管理，凤懋伦提出，技术支
撑可能是重要着力点。“例

如，针对垃圾堆放空间不足

的问题，是否可以建设干垃圾压缩

站？尽管一次性投入较大，但从长
远来看，将节省不少社会成本。又

比如，医院的湿垃圾处理量不是很
大，有的一天只有三五桶，能否尝

试就地处置装置？这样一方面减少
环卫部门的成本，一方面也有利于

提高研发湿垃圾处理技术的中小

微企业的积极性。”
市政协委员陈玲认为，上海垃圾

分类取得明显成效，沪上医院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的意义不止于节能环

保。“医院是城市的重要窗口之一。如
果能让外地来沪的患者或家属感受

到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将产生长
远的社会效益。”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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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上海社会力量在行动

    “你能创作交响曲吗？你能在

画布上画出杰作吗？”这是 2004年
的科幻电影《我，机器人》中，男主人

公向机器人桑尼发出过的“质问”。
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追赶着

人类的想象，曾经天马行空的科幻
疑问在现实生活中有了答案———上

月底，人工智能“少女”微软小冰从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正式毕
业，“她”不仅成为该校首位人工智

能学生，还将为下周开幕的“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编创

主题曲。
在小冰的娘家微软，像小冰这

样已经悄悄“混”入人群的人工智能
并非唯一。作为人工智能大会的元

老，即将三度参会的微软一直在探
索最前沿的 AI技术，并在今年 6月

正式启用位于上海西岸国际人工智
能中心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

助力上海打造人工智能高地。

小冰不甘于只做语音助手

诞生于 2014年的微软小冰是
由微软中国团队独立领导研发的产

品，现今已迭代到第七代。纯国产的
AI小冰一直不甘于只做语音助手，

“她”写诗、画画、作曲、当主持人。这
些年，“她”的研究团队不仅注重小

冰的智商（IQ）提升，也为小冰的情
商（EQ）动足脑筋，一套名为微软小

冰框架（Avatar Framework）的技术
让“她”更像“人”。据了解，微软小冰

框架是一套完整的、面向交互全程
的人工智能交互主体基础框架，包

括核心对话引擎、多重交互感官、第

三方内容的触发与第一方内容生成
和跨平台的部署解决方案，相关领

先技术覆盖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
机语音、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内

容生成等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创造并不是以击败
人类为目标。”小冰团队告诉记者，

小冰的成长，是为了充分发挥人工
智能快速学习、高并发与稳定性等

特点，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

业未来，从而弥补供需的短板。其
实，自 2017年 5月至今，小冰已协助

超过 500万名诗歌爱好者创作诗歌，
部分作品刊发在各类文学刊物上；她

还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一的金
融文本摘要生成平台。正如小冰的总

负责人李笛曾表示的那样，希望人们
接受人工智能成为生活中甚至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自然存在，也希望人
工智能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超级凤凰”或用于金融预测

和技能全面开花的小冰不同，
微软麻将 AI“Suphx（意为 Super

Phoenix，超级凤凰）”，似乎更专心

在竞技领域———不断学习升级的
“超级凤凰”已经是一位知名的专业

十段“麻将选手”。但是，和小冰一
样，“超级凤凰”的成长并不是为了

击败人类。
在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沈向洋曾提

到，游戏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最
佳试验田，训练游戏 AI的过程可以

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算法和人工智
能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在现实世

界中，金融市场预测、物流优化等很
多问题与麻将游戏有着相同的特

点，包括复杂的操作/奖励规则、信
息的不完全性等。“超级凤凰”在不

断“和牌”过程中提升的全局奖励预
测、先知引导和参数化策略自适应

等技术，未来或能应用于金融预测、
物流优化等。

创新合作进一步升级

这些年，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上

海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合作范围
也在一直不断扩大。今年 6月微软

亚洲研究院（上海）在西岸的办公室
正式启用，双方将共同推动上海人

工智能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微软
亚洲研究院（上海）是微软研究院设

立的第八个研究院，目前已经组建

了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组、计算机
系统组、创新工程组和学术合作部。

此外，首期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上
海）、微软服务部门与微软-仪电人

工智能创新院等，共同研发打造的
“AI赋能数字化经理”课程也已正

式开班。该课程针对人工智能项目
落地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培养

产业、商业和技术跨界复合型人才。
本报记者 马丹

    “我打算在大山里再支教一

年，到明年暑假结束回来可以吗？”
近日，“爱飞翔·乡村教育”公益项

目秘书长刘泊收到了一则意外的
微信，来自该项目志愿者康拙。昨

天，记者采访到该项目负责人，得
知康拙在即将结束一年支教前夕，

提出了继续支教的申请。

今年是“爱飞翔”项目开展的
第 11个年头。来自 21个省区市、

287个县、853所学校的 1512位乡
村教师先后来到上海参加培训，直

接惠及学生超过 35万。

“90后”男孩的别样选择

康拙是一名华东师范大学的
毕业生，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在这个

公益项目当志愿者。记者了解到，
这名“90 后”大男孩是独生子，让

他下决心走进大山并非偶然，“大
山里的老师”俄尖尼玛是直接“领

路人”。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吧。”人们常用这样的语言戏谑某个

学科的“短板”，但对于大山里的孩
子来说，这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只有一

个人在学校教书。”在四川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乡村教师俄
尖尼玛是该项目的第二位捐助对

象。从他家到学校有 270多公里的
崎岖山路，常常需要花两天时间才

能到达学校。学校有近 20位不同
年级的学生，但只有他一位老师。

“在他的课堂上，低年级面向
黑板，高年级反向坐着；他给低年

级上完课，再给高年级上。而且语

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美术，
全都是他一个人教。”

俄尖尼玛舍弃了去城市发展
的机会，一直坚守在偏远乡村，一

干就是 30多年，用责任和担当为
孩子们支撑起希望。当他参加了

“爱飞翔”项目培训，并提出乡村缺
支教老师的需求后，刚刚和新东方

签约的志愿者康拙马上响应，并递

交了辞职信。
记者了解到，康拙支教这一年，

春节也没有回家，寒假继续给住校

的孩子们补课；在即将结束支教的
时候，他提出了继续支教一年的申

请，理由就是：“实在舍不得这群可
爱的孩子们。”现在他的申请已经被

批准，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做公益会“上瘾”

像康拙这样，做公益“上瘾”的
人，在“爱飞翔”项目志愿者中还有

很多。记者了解到，虽然康拙一个
人在山区支教，但背后有一个强大

的“后援团”。在一个微信群里，有几
十名“后援团”团员。“他们都是定向

捐助康拙所在乡村学校孩子的，每

户人家每个月捐助 100元，让更多
人分享爱心、参与公益。”刘泊告诉

记者。如果乡村孩子碰到困难，或者
有什么“小心愿”，大家还主动认领一

起解决。比如，冬天天冷为孩子送去
手炉，缺少书籍马上购买寄去等。

如今，走过 11年的“爱飞翔”，
已经突破了乡村教师培训的范畴，

扩大到乡村教育等更广的范围。
2019年，获得了全国“志愿者扶贫

50佳案例”等荣誉。

11年前，一颗种子被悉心播
撒；11年后，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

树。在“爱飞翔”引导下，贫困地区
乡村教师“走出大山看世界”，带领

乡村孩子飞得更高，也点亮了城市
人的爱心，加入这项扶贫又扶智的

公益事业。 宋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