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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安：

南京暴雨预警系统正接入DeepSeek

胡亚安委员

“DeepSeek大模型火热，还有
春晚、电影《哪吒2》科技元素火爆
出圈，让人对人工智能有了更多期
待。”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水利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胡亚安受邀走进现代快报AI+
XR 演播厅，聊 DeepSeek 给城市
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刘伟娟 吴嫣然/文

蔡玥 袁俊帆 张浩然 刘畅/摄

从指尖技艺到国家礼赞，从深闺
绣楼到国际舞台……如今，苏绣吸引
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3月7
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苏州高新
区镇湖刺绣研究所艺术总监、江苏省
文联副主席(兼) 姚建萍受邀走进现
代快报AI+XR演播厅，一起探讨非
遗“破圈”“出圈”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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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苏绣皇后”姚建萍：

青春力量激活了非遗基因

扫码看视频

3月7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举行开放
团组会议，对中外媒体开放。全
国人大代表、南通美适心福爱护
理院护士长李楠楠围绕加快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了审议发
言。

“3月 5日，我认真聆听了李
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内容翔实、务实，任务扎实，特
别是报告中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让我深有感触。”李
楠楠在审议发言中表示，这体现
了政府直面民生需求、破解发展
瓶颈的决心，让养老一线的工作
人员备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李楠楠是一名扎根养老护理
行业13年的“90后”护理员。她
介绍，南通早在1982年就率先进
入了老龄化社会，是全省乃至全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在老龄化方面存在规模大、
发展快、高龄化、空巢多、城郊区
域不平衡等特点。2016年，南通
在全国率先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

“长护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
效，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李楠楠说，比如，长护险政策存在
区域差异性，部分试点城市保障
的重点是养老，只有住进养老机
构，且带医疗的养老机构的老人
才可以同时使用医保，并享受长
护险生活费补贴，住护理院的老
人则只能使用医保。此外，长护
险在执行中还存在属地化的限
制，比如来自徐州的老人不能在
南通享受长护险。

对此，李楠楠建议，完善全国
统一的长护险制度，积极推动长
护险的异地认可、异地便捷享
受。建议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成果，率先试点长三角全域养老
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将长三角地
区各地医疗保健异地分支机构纳
入延伸结算范围，并从这一区域
拓展延伸，逐步推动全国各地的
异地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享受到
长护险延伸政策，从而让老人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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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一出来，我就在手
机上下载了。我会尝试在不同的
App上输入相同的问题和内容，人
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好的解
决方案。”胡亚安举例道，比如以前
要通过多次理论分析、模型试验得
到规律性总结，如今通过AI大模型
等加入预警预测功能，可以帮助分
析变化规律，推演接下来的发展。

“对于城市而言，DeepSeek相
当于给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
胡亚安说，DeepSeek 可以赋能水
利系统，不仅能看到城市管网、河
网的实时数据，更能像人类专家一

样思考分析与推理决策流程。它
是现有数字孪生水利系统总体框
架体系中知识平台的重要补充，将
为水利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为防汛业务智慧化升级开辟全新
路径。

胡亚安介绍，比如，目前正在运
行的数字孪生太湖地区典型水网
工程以及南京特大暴雨预警调度
系统，正在全面接入DeepSeek 大
模型。这一举措预期将显著提升
城市防洪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
智能化水平。

目前，江苏已形成了水利数字

化一盘棋布局，水利智能感知能力
全面提升。胡亚安说，团队研发了
太湖流域“四预”（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系统，并发布了通用水模
型系统、数字孪生超融合一体机

“汇湾”。其中“汇湾”通过AI、大数
据、物联网等技术构建了整个太湖
流域的动态模拟系统，相当于给河
湖水系统安装了一个“最强大脑”，
实时掌握流域的多维时空态势，帮
助相关部门快速掌握风险点在哪，
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调配
提供重要支撑。

胡亚安还提到，人工智能技术

不能代表一切，但人与机器可相辅
相成。智慧水利布局加速，未来水
利工程从设计阶段到施工阶段、运
行维护，再到全流域调度，都将更
加智能化、智慧化，促进水利新质
生产力发展。

结缘近50年，构建了非
遗传承的多元路径

“苏绣传承千年，至今没有间
断。”姚建萍是国家级非遗苏绣代
表性传承人，有着“苏绣皇后”和

“国绣手”称号。姚建萍在访谈中
提到，她与苏绣结缘近50年，深深
感受到这门艺术凝聚了中国人的
精神情感与审美追求。

面对“传统工艺如何与当代审
美共舞”的命题，姚建萍已经用实
践写下了答卷。她创立的“姚绣”
品牌，已从个人工作室发展为百人
创新团队，在题材、技法、载体上实
现多维突破。

“传统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流
动的江河。”姚建萍的《丝绸之路》
系列作品以丝线构筑文明对话的

桥梁，在APEC、进博会等国际舞台
绽放异彩。从人民大会堂的巨幅
绣品到日常佩戴的苏绣腕表，千年
技艺正以创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

与建材企业千年舟合作推出
“苏韵系列”板材，将苏绣纹样融入
现代家居设计；与游戏联动开发游
戏皮肤、实体苏绣衣物；“姚绣”艺
术生活空间整合非遗手作、文创销
售、咖啡书屋等业态，打造“非遗+
文旅”消费场景……如今，苏绣已
经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东方美学。

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
合，青春力量激活非遗基因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
动前来了解苏绣，他们的眼神中流
露出对这一传统技艺的浓厚兴趣
与好奇。”姚建萍表示，在日常工作

中，她切实感受到年轻人对非遗的
热情日益高涨。

苏绣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年轻
人？姚建萍表示，这得益于多方面
的积极探索。在产品创新上，他们
积极推动苏绣与现代生活场景深
度融合，通过“姚绣+”模式，将苏绣
元素广泛应用于软装家居和日常
配饰领域。

如今，新媒体平台也成为苏绣
传播的重要阵地。姚建萍说，他们
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
开设账号，分享苏绣的制作过程、
精美作品以及背后的文化故事。

“这些内容凭借苏绣细腻的针法、
绚丽的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
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与互动。
他们通过点赞、评论、分享，表达对
苏绣的喜爱，使苏绣逐渐融入他们

的生活，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此外，教育体验活动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姚建萍介绍，他们团队
打造的“姚绣课堂”走进高校与中
小学，为年轻人提供了亲身体验苏
绣制作的机会。“我们把苏绣带到
课堂上，让孩子们见证简单丝线在
手中逐步变成精美的图案，从中获
得极大的成就感，进而对苏绣产生
深厚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