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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智能指示食物新鲜度
“明明是一条在保质期内的鱼，

却让我吃得上吐下泻。”来自上海市

农科院作物所农产品保鲜加工中心

的王乾坤坦言，由于不是很擅长买

菜，她对于食物新鲜度的判断全靠

寻觅外包装上标注的保质期。可是

一次超市的买鱼经历让她意识到，

简单数字无法准确描述食物从新鲜

到腐坏的变质轨迹。例如，食物已

经过期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新

鲜的，我们该丢掉还是吃掉？菜市

场、超市里的很多菜肉，直接摆放称

重购买，没有包装也没有保质期，食

物新鲜度如何把控？

“我本硕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期间去英国访学交流，学习了

机器人语言。”跨学科的研究背景，

让王乾坤对食物保质期的探究有了

不一样的创新思路——与AI合作，

发明一种新鲜图纸式的绿色食品包

装。“我们知道，肉在变质时会产生

生物胺，这种物质让环境pH值发生

变化，而花青素是一种非常优秀的

pH指示剂。”王乾坤选用能够扩大

花青素的紫玉米新材料，作为智能

包装材料。研究显示，这种包装材

料在肉制品的新鲜度检测中表现灵

敏，同时在圣女果的新鲜度检测中

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在此基础上，王乾坤运用机器

人语言，将智能标签跟深度学习结

合，再结合大数据分析，把食物新鲜

度的判断从“是非题”演变成了一张

可视化的趋势图。“我们正在开发的

智能包装产品，就是希望消费者只

要用手机小程序扫一下包装上的条

形码，就可以直观看到食物内部正

在发生着的新鲜度变化”。目前，国

际上最先进的新鲜度智能指示包装

在欧美上市，例如，在保质期内的牛

奶内部新鲜度如何，消费者可以观

察外包装上的新鲜度显示条。犹如

显色试纸，显示条会根据内部牛奶

新鲜度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变化，消费者一目了然。

植物也有“工厂实验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着眼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促进高校科研成果高水平创造、

高效率转化，不断助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作为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

者，我们就要努力推动最先进的科

技探索走出实验室，转化成农产品

安全产业链条上的新质生产力。”王

乾坤告诉记者，目前，“AI赋能鲜

食农产品的智能标签显示”项目，已

获得上海市农委“春蕾计划”的资

助：针对上海地产鲜桃的保鲜度，展

开深度研究和创新，依托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建立桃子采后新鲜度分级

标准和识别系统。

在上海市农科院，像王乾坤一

样拥有跨学科背景和产业创新视野

的农业科技人才越来越多，他们积

极地将人工智能融入农业科技现代

化发展。在市农科院信息技术研究

所里，得益于人工智能赋能的植物

工厂实验室悄然诞生。在这座占地

30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实验室中，上

海自主培育的生菜新品种“沪芊”正

在茁壮成长。

将看不见的自然生长过程，变

成看得见的大数据图谱，正是植物

工厂实验室的魔力所在。市农科院

信息所副研究员钱婷婷告诉记者，

植物工厂实验室实时采集农作物产

量、品质与能耗关系的大数据，并给

予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深度学习，来

综合评价各类不同选育过程中的产

量、品质和能耗等关键指标。例如，

在植物工厂里培育“沪芊”，科学家

可以把烧心识别、长势监测、环境控

制策略等智能化技术，跟种植中的

具体需求相匹配。大田推广时，作

为品种数字化配套，将其直接移植

到新的种植环境中，为农作物生长

做好“成长参谋”。

除了新兴的植物工厂实验室，

上海市农科院数字农业科研团队

还深度研究温室作物生长模型和

植株三维模型仿真。“三维模型的

仿真模拟给农业研究提供了研究植

物的新介质，未来也可以让数字孪

生引入植物模型到农业场景中。在

大田环境下，我们就能用人工智能

识别算法进行作物的自动计数方

法研究。”

AI策源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

求，也是上海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物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加速赋能农业

发展，是当今全球农业科技创新范

式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核心种

源、生物基因、智能设施装备更是热

点领域。随着AI的全方位赋能，上

海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盛装出发。

上海农业科创谷前不久在奉贤

启动，11个农业科技创新项目集中

签约。据了解，上海农业科创谷由

奉贤区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合力建设，聚焦生物基因、

种源培育、植物萃取、数字农业、农

业现代设备等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

攻关。上海农业科创谷将以生物技

术、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为支撑，通过

跨界融合，高标准增强农业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因编辑、

合成生物在种源、食品、农药、疫苗

等领域应用，促进新一代安全核心

技术快速应用于农业领域。AI等

新技术正“肉眼可见”地融入农业科

技的各个领域，并不断“催化”着传

统育种+人工智能的“化学反应”。

上海农业科创谷的目标是：到

2030年初步建成为世界一流、中国

领先的农业科创“领袖型”园区，核

心种源、生物基因、植物萃取、智能

设施装备四大领域的创新策源能力

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5

年，将全面建成影响力、竞争力、引

领力世界领先的农业科创园区，为

建成世界农业科技强国、实现中国

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慧眼”看清食物内部新鲜度

为了让百姓线上办事更省心、

线下办事更暖心、委托办事更放

心，今年以来，在浦东公安分局人

口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六里派出

所将“枫桥经验”再延伸，推行综合

窗口延伸到居民、社区与企业，切

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办证服务“送货上门”
近年来，身份证的办理流程已

十分快捷方便，但对于老年群体及

部分腿脚不便的特殊困难人群来

说，仍是难事。为此，六里派出所

优化综合窗口办证模式，推行上门

拍照、上门发证、上门收取材料等

一揽子“送货上门”办证专项服务。

今年4月，家住下西浜居委的

张大爷由于原来居住在浦西，户口

未迁入目前的居住地，想入住北蔡

社区养老院就需要迁户口。综合

窗口民警了解张大爷年事已高又

长期卧床不起，便立即联系社区民

警，征求老人本人意见并填写委托

书后，由家属将相关证件交由民

警，委托民警帮办。仅一天后，相

关业务便办理完毕，获得了老人及

家属的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民警已经为辖区老

人提供上门拍照10人次，上门发

放身份证26张。

材料收集“内部循环”
为了压缩百姓办事的时间成

本，六里派出所将综合窗口延伸至

社区，一旦遇到材料复杂、缺漏严

重的情况，即对接相关社区民警，

列出清单由社区民警上门收取，减

少居民的往返奔波。

居民路先生最近为了养女落

户的事心焦不已。今年7月，综合

窗口民警收到路先生的咨询后，考

虑到此事同时涉及收养及外地来

沪等要素，相关业务所需材料较为

复杂，当即根据现有材料开具了缺

漏清单，由社区民警协调收集相关

材料。不久，申办材料便宣告收集

完成，并审批上报。

市内户口迁移、新生儿报出

生、项目变更、死亡注销……户籍

业务项目繁多，今年以来，六里派

出所已接待相关申报户口人员6

人次，真正实现了让服务多跑路，

让居民少跑腿。

送课上门指导办理
近年来，随申办App已经成为

了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必备的手

机软件，用途也愈加齐全。为了让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数字便利，六里

派出所主动出击简化服务流程，送

课上门教授操作心得。

今年4月，六里派出所综合窗

口工作人员发现辖区一工地的工作

人员经常在周六来所办理无犯罪记

录证明。周六户籍业务办理人数众

多，排队时间较长，而通过随申办

App办理，只需轻点几下即可完

成。为此，综合窗口民警特意录屏

制作手机操作演示视频，并利用工

作日前往工地送课上门，手把手指

导他们如何自行开具相关证明。

见习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刘琦

六里派出所将综合窗口“送到”居民、社区与企业面前

延伸服务链 让办事居民少奔波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核心技术正快速赋能上海现代农业

沙美大楼7楼露台、金茂

大厦楼下那片上街沿……这

些上海本地人都未必了解的

“网红打卡点”，已经成为社

交媒体上的“宠儿”。有人在

相关帖子的评论区感慨：“上

海美的地方真多！”

时下，随着        （城

市漫步）成为深受人们热捧的

都市旅游方式，越来越多曾经

并不受到关注的地点，成为

了“网红打卡点”。早已被熟

知的武康大楼，成为“网红”

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

“网红打卡点”出现的速度越

来越快，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上

海越来越有国际范、时尚潮、

海派韵和烟火气。

“泼天流量”在不经意间

降临，“网红打卡地”也以各

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圈”。

然而，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会

有许多烦恼产生：沙美大楼7

楼露台容纳的游客毕竟有

限；金茂大厦楼下那片上街沿，如

果拍摄者聚集过多，会影响道路通

行。这些问题并不是新出现

的，前两年还有一些网友通过

撬锁拆门等非法手段，去拍摄

“网红打卡点”。

无论何种“网红打卡

点”，人员的聚集都会对周边

的交通、生活秩序产生一定

的影响，甚至会带来安全问

题，这考验着管理者的“精

细”与“平衡”。

对于“网红打卡地”，应

该区别对待、疏堵结合：违反

法律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风

险的，应及时介入，劝阻、制

止冒险的“打卡”行为；承载

城市文化的“网红打卡点”，

应采取系列措施，让“打卡”

更安全有序，像武康大楼附

近通道拓宽，路面重新铺石

后，游客不站在马路上也能

拍出好照片。

没必要总是指责追捧“网

红打卡地”的行为，有关部门

完全可以引导人们关注真正

代表城市的“网红打卡地”，并找到

应对的长效办法，使网红点“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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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餐桌上的色香味越
来越齐全，对于食品安全的需
求也越来越多样。“我们希望
用人工智能赋能农产品绿色
包装，用跨界思维打造更多农
业科技的新质生产力，为农业
生产的深度现代化保驾护
航。”来自上海市科研一线的
农业科技青年，如今纷纷“玩”
起了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的
“对对碰”：用AI打造食品安全
“透视眼”，深入食品包装内
部，看一看保质期内食物正在
发生怎样的变化；将智能化融
入作物种植全过程，把每一口
绿色呼吸都载入大数据……

今日论语

▲

对食物新鲜度进行测评时，科

研人员先要为草莓称重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