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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为期四天的第32

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昨天闭幕。作为我

国区域性规模最大、客商最多、辐射面最广的

国际经贸盛会之一，华交会仍然保持了强大

的“向心力”，本届展览规模、到会采购商数

量、意向成交额均超过上一届，为促进我国轻

纺行业稳增长优结构、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本届华交会共吸引境内外采购商超过4

万人，来自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较上届增

长明显。其中，“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较上

届增长43.9%，日本采购商增长76.7%，欧美

采购商增长67.3%。展期实现意向订单金额

达22.1亿美元，较上届继续保持增长。跨境

电商等新兴行业关注度持续上升，在注册采

购商重点关注行业中排名第一。

为促进展客商精准对接有效成交，本届

华交会定向邀请15个采购团近千名采购商与

会，包括来自日韩、欧美和“一带一路”等重点

市场、服装纺织和轻工产品等重点行业和重

点企业代表。展会期间开展的系列“面对面”

对接会，总洽谈量达1280轮次，其中，日本买

家专场和丝路国家专场中报名的参展商意愿

远超预期，对接会现场出现一席难求的景

象。众多展商表示，在今年新增设的“巡馆

式”对接会和优质产品推介会中获得了深度

的对接交流机会和沉浸式体验产品服务。

为期4天昨天闭幕 吸引境内外采购商超过4万人

华交会意向订单金额  .1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为全球开发者搭建

生态、技术、工作、项目、资本的多元化交流平

台，“2024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将于3月23

日至24日举办，围绕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

社区在西岸穹顶艺术中心、油罐、B馆、模速空

间等地展开，并在临港等区域举办同期活动。

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透露，全球开发

者先锋大会始于2019年上海人工智能开发者

日，2023年全面迭代升级为全球人工智能开

发者先锋大会，今年扩大为面向所有开发者

的先锋大会。

上海目前已经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创新发展11条措施，包括实施大模型创新扶

持计划、建立大模型测试评估中心、实施大模

型智能算力加速计划、构建智能芯片软硬协

同生态等。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是全

国首个生成式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和加速载

体，挂牌不到半年，近60家企业入驻，创新浓

度持续提升。

大会将打造以开发者为中心的开发者

节。打造创客集市，集聚大模型灵感加油站、

元宇宙、机器人互动体验；聚焦最热技术话题

举办TED大舞台，如文生视频模型等演讲；开

展全天候社区互动，组织开发者围炉夜话、电

音节、社区团聚等活动；组织系列赛事，如书

生 ·浦源大模型挑战赛。

大会将围绕大模型上下游产业链及应用

场景，筹备市级重大应用场景发布，国家级开

源开放主体落地上海，还有一批大模型、工具

链、智能硬件全球首发，优秀创业者向全球推

介模速空间，为企业指明行业最新风向标。

大会将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开发者与市场

的交流。在人才端，发布千余个开发者岗位，

与上海各大高校协同，组织大学生全面参与

大会的各项活动、岗位竞聘；在资本端，通过

全球创新项目路演等对接100多家资本；在项

目端，通过各个环节的充分交流，促成产业链

上下游达成合作意向。

大会以“模速空间-开发者的模力之源”

为主题，包括1场开幕式、1场顶尖青年开发

者交流会、5场前沿技术讲坛、10余场平行技

术讲坛、2天互动体验展示以及多场开发者人

才活动、工作坊、赛事竞技场及派对，集聚国

内外100家开发者社区，预计吸引线下开发者

3万人次，线上触达开发者逾2000万。

聚焦最热技术话题 共探文生视频模型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  日举办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熟悉的脸

庞，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西装。在商汤科技

2024年年会上，创始人汤晓鸥的数字人现身。

过去的每一年年会，“汤老师”总会说上

一段脱口秀，用幽默和智慧并存的段子，把年

会氛围推向高潮。

“每年都要唠两句嗑，今年当然不能例

外。还是老规矩，我们先来怎么样？”汤式幽

默依旧。

人们会想起，这位被人工智能事业耽误

的“脱口秀大师”，喜欢讲电影。曾经某次年

会上，他推荐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和《生活多

美好》。前者讲述遭受挫折如何艰苦奋斗逆

袭成功——这是对“原创”的最好注释；后者

讲述了成功的关键，一个人可以将积极正面

带给周围的人并影响他们，同样适用于一家

公司。

“我的推荐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之前

推荐过《波西米亚狂想曲》，结果第二年就拿

奥斯卡奖了……”

他说到像宫崎骏这样的大师创作并不容

易——在他的“脱口秀”里，宫崎骏是个高频

名字。他说自己对此也深有体会，商汤科技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每次深夜找他的时

候，他都会生出这种感觉。

“既然解决不了麻烦的问题，那就解决提

出麻烦的人，所以我索性不接他的电话……

后来发现麻烦的人太多了，我想了想，就关机

了。”台下爆发出会心的笑声。

他讲到了最近上映的《热辣滚烫》，“任何

时候都来得及重启人生，只要你够专注，就可

以更强大”。他不忘补充说，这些话不认同也

没关系，“我还没看呢”。

他从电影讲到电视剧，借着《漫长的季

节》结尾小火车在苞米地里突突往前开，他

说：“往前看，别回头，咱们也坐着新洲楼下的

小火车，在AI这条路上往前开吧！”

“今年就不限制我讲话的时间了。”他接

着唠叨，“坚持原创这件事，是留给有勇气的

人做的。而真正支持创新的人，是有勇气担

责的。”

一样的引经据典，一样的汤式风格，最后

他和同事们分享道：“也许前路一片迷雾，你

现在不知哪只手抓的是答案，也许十年二十

年，或者更久以后，你才会翻开前序。而我们

只是一群选择出发，并坚定赶路的人。此时

此刻，恰如彼时彼刻，面对未来，我不能说一

定，但我总相信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用心做

好手里这碗面条，就是对的事。”

一段不足十分钟的数字人演讲，令人动

容的同时，也被技术细节惊艳——演讲过半，

汤老师拿起水瓶喝了口水，这在以往的数字

人技术中极为少见。

“创始人汤晓鸥教授留下的精神遗产，将

始终是商汤的引路明灯。”徐立说。

真实世界里，汤晓鸥已经和人们告别

了。让汤老师跨越时空的，是商汤如影数字

人技术。

在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掀起的

创新浪潮下，数字人正从“元宇宙时代”迈入

“大模型时代”。如影数字人生成平台不仅提

供AI生成能力和使用体验，也拥有在线编辑

能力，包括模板、美颜滤镜、音乐、背景和前景

等，可自由发挥创意。

随着技术发展逐渐成熟，远去之人的身

影已经可以做到具象化，说话风格、语音语

调、外在形象都能完整保留。不久前，商汤如

影平台还制作了钱学森AI数字人，仅使用十

几秒有限的历史视频素材，就实现了真实的

面部、声音、表情和动作模拟，并做到了精准

的口型匹配。

有人说，这是AI，这是爱。

本报记者 郜阳

“别回头 在  这条路上往前开吧”
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被“复活”，演讲时还喝了口水

“3·5”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长宁区退

役军人事务系统积极开展践行雷锋精神暨迎

接退役士兵活动昨天在浦东机场举行。刚刚

脱下戎装的4名长宁区退役士兵，一抵达浦

东机场就加入志愿服务者的队伍。

据了解，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退役

士兵精心准备了服务保障“三个一”：“政策一

本通”，涵盖了从学历提升、就业创业到培训

补助等全方位政策内容，确保退役士兵不迷

茫；“就业一路通”，涵盖了3月从时间、地点

到规模等全要素的招聘会简介，促进退役士

兵有底气；“志愿一码通”，涵盖了从申请加

入、项目内容、结果记录等全流程的志愿服

务，培养退役士兵敢担当。

图为退役士兵在志愿者服务板上签名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退役士兵回乡回馈

几十年、上百年传承

下来的上海品牌生煎馒

头、小笼包和锅贴是蛮多

的，但现在总听不少食客

说，这个不好吃了、那个味

道不对了。是嘴巴刁了还

是质量下降了？好像谁也

没说到点子上。

我一直比较偏爱吃南

翔古猗园的小笼包，每个月

至少去一两趟。最近听这

家店的中餐厅经理说了件

事。她说以前学徒时，无论是开票的还

是端菜的服务员，都要学会包小笼，这是

那时候店里立下的规矩。因为高峰时段

常常会顾客盈门，后厨几个师傅根本来

不及做，就临时需要大堂服务员一起帮

忙。但是，现在招来的服务员，已经没有

包小笼的基本功了。

让端盘子的服务员学会做点心，这

在从前的三百六十行里是“行得通”的老

传统。比如，以前单位里开卡车、开面包

车的老司机，碰到车辆有点小故障，自己

摸摸弄弄都能对付。比如，老早布料店

里的优秀营业员，连裁剪衣服裤子裙子

都拿得出手。从前上海人民饭店3号服

务员桑钟焙，为招待好八方来客，自学了

很多方言。市百一店营业员马贵宁有个

“一看准”的绝招，他会根据顾客的年龄、

服装的款式搭配合适的面料图案，顾客

回去把面料一裁，不多不少刚好是一件

衣服的量，花色也相当衬人。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爱的不仅是眼

面前的工作岗位，还应该包括这一行涉

及的方方面面。有的电影明星、戏曲大

家，本身也是编导、配曲的高手。就拿我

们记者这个行当来说，如果只会“写写文

字”，而不会做做小视频、不擅长现场直

播出镜，被淘汰几乎是大概率的事情。

职场里的基本功，一种是逼着你必

须去学的，还有一种是自己去“偷师”学

来的。哪个裁缝大师不是在做小工时，

就暗暗把师傅手里的针线活都记在心

间的？

再回到为什么现在有的品牌点心让

人觉得索然寡味这个问题上。不妨问一

问这家店里做生活的每一人：“你们还保

留着多少基本功？”

基
本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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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