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后冯恩忠：苦心钻研奠定基础

1988年，冯恩忠进入熊猫股份
成为一名装配工。“起初是将功能标
牌和网罩贴到电视机外框上，因为
是流水线作业，需在20秒内完成；
后来每天完成大约100块电视机的
主板调试。做好这些繁杂的重复劳
动，并不简单。”冯恩忠称，自己当年
虚心向师傅学习，很快掌握了装配
技能，为以后设备维修打下了基础。

凭借过硬的“手艺”，冯恩忠的
技术不断升级，已拥有多项国家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成为公司技能
带头人。

70后王远鹏：致力于创新攻坚

王远鹏从事 SMT 生产 20 余
年，精通 SMT生产工艺和设备维
护。他积极响应单位“三改善”活
动，完成许多设备的改善。“公司现

有14条松下NPM贴片线，共计56
台贴片机，而相机照明板故障维修
一直困扰着技术员。我和工作室
成员一起动手设计、制作、组装照
明板，实现节约产线停线时间约2
小时，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王远
鹏通过一个个小项目的实施落地
并取得成效，不仅提升了能力，也
享受着创造的乐趣。

80后戈庆：匠心成就初心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
匠心”，正如80后技术能手戈庆在
默默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2021
年，公司承接了某型号航天飞机机
舱显示器主板业务。区别于其他电
脑显示器，该产品要求高、维修难度
大。”首次接触航空产品的戈庆，在
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通过查阅
资料、实验总结，顺利完成修理任
务，保证产品按时出库。

从最初的设备操作到如今的汽
车电子产品修理，戈庆一步一个脚
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修理”事业。

90后梁江飞：弘扬精神接续奋斗

1992年出生的梁江飞，其人生
故事写满“硬核”与“担当”。作为
主要完成人主导了国产嵌入式终
端等重大重点项目、全国产工业网
关器等自研项目；主持开发的
NF2.0、EL11、TL4、DLR2.0及嵌入
式饮水机项目均已成功中标，其中
仅NF2.0中标总金额就超亿元。

他还参与主持了全国产化生
态建设，实现了全国产工业网关、
核心板等产品的研发及量产，并在
电力、人防、AGV、机器人等行业
得到有效应用。

从冯恩忠到梁江飞，小小工作
室里创新之光不断裂变，企业效益
在这里聚合，工匠精神在这里升华。

工匠精神成就四代全国技术能手
在中电熊猫“冯恩忠技能

大师工作室”里，相继出现了以
冯恩忠、王远鹏、戈庆、梁江飞
为代表的老中青四代全国技术
能手。他们将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融入建设与发展，在平凡
岗位上创造不平凡成绩。

通讯员 吴天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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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长出”一座公园
1.2 公里的空中廊桥，是雨花

数据线公园最具特色的高线段。
其中的标志性节点——白色圆柱
形电梯“雨核光环”如同水晶笋破
土而出，上面不断变化着“雨花数
据线，每天走一遍”“打造新滨江、
建设数字城”的字样，展现着最年
轻、最创新的雨花气质。

“我们期盼很久了，从小区就
能看到这个空中公园。”贾西新苑
党员楼栋长王云芳说，这几天试运
营时，她和儿媳妇、孙子已经逛了
逛，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你们看，这是1.5米宽的红色
人行步道，这是3米宽的蓝色自行
车道，这个宽度足以容纳双向的行
人和骑车人。”南京雨花新城发展
有限公司总工谢宁说，人们可以在
这里散步、跑步、骑行，没有红绿
灯，也不会受到机动车的影响。

“数据线”串联城市节点
在露天剧场闲坐观影、在无界

书吧休憩阅读、在光影长廊感受斑
斓夜色……高线段串起了华润商
务区、贾西新苑、在建的江苏省人

民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雨花
院区和即将建设的雨花文体公园
等城市功能节点，地面沿途设有露
天剧场、书吧等。

很多人好奇，这个公园为何取
名为“数据线”？“这与公园设计的
关键词‘纽带’相关。”南京林业大
学工程规划设计院副院长王文军
介绍，“我们的想法是利用特殊的
线形空间，进一步完善慢行系统，
让居民在家门口或公司楼下就能
骑行、散步、跑步。我们不追求无
中生有、破旧立新，而是因地制宜、
存量挖掘。”

“数据线”首先是对公园形态
的诠释，这是江苏省首座高线公
园，高是建在空中，线是线性分布，
如同一根盘绕的数据线，将“桥在
林中穿、人在桥中行、树梢看雨花”
的图景生动具象化。

作为全国最大的通信软件产
业研发基地，雨花台区拥有 4500
多家涉软企业、超 36万软件从业
人员。“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在
雨花找到归属、找到家”也是数据
线公园取名的来由之一。

这座公园也是雨花台区“数字
城”建设的重要公共设施，是智慧

城市建设的示范窗口。中建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工单希明介
绍：“公园沿线设有多个智慧里程
碑、智慧导览屏、智能摄像头、智慧
座椅等设施，最近雨花数据线公园
小程序也上线了，市民可以注册登
录，获得的积分还可以兑换充电。”

更新的城市，更“新”的生活
按照最初的设想，雨花“数据

线公园”原本 8公里均为高线段，
把一整座公园建在空中。设计团
队通过对层高测算，发现高线段将
对低楼层居民的私密性造成干扰，
最终修改了方案。王文军说：“更
新，不能为新而新。城市是人生活
的地方，其建设的核心只有一个，
那就是人。”

公园中还藏着不少巧思等待
人们发现，比如“数据线”图样的水
槽盖、能充电能听歌的智慧座椅、
流光溢彩的灯光廊道、“落花如雨”
的浪漫装置……“我们借用声光电
装置，复刻了‘落花如雨’景象，同
时这也是伞形雨水收集器。而这
一切，都建立在海绵城市的基底之
上，诠释着可持续发展与人文艺术
的完美共生。”王文军说。

走进江苏首座高线公园

用“数据线”串联起城市功能节点

走进热闹非凡的夫子庙景
区，人潮熙熙攘攘，来自天南海
北的游客们或驻足欣赏古色古
香的建筑，或穿梭于琳琅满目的
商铺之间。在夫子庙派出所门
口，一抹亮眼的身影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数字女警“小玥”已
经早早“上岗”。她身着笔挺的
警服，嘴角挂着温暖亲切的微
笑，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温柔，
正热情地与游客们打招呼：“大
家好，我是你的智能搭子数字警
察小玥，有问题找小玥。”清脆悦
耳的声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格外清晰。

“小玥，最近的地铁站怎么
走？”“小玥，到哪里可以租到充
电宝？”“这附近哪里有洗手间？”
面对游客们五花八门的问题，小
玥总能快速反应，用甜美的声
音、清晰的语言给出准确答案。
她就像一位无所不知的“活地
图”，详细告知地铁站的方位和
路线。对于租借充电宝、寻找洗
手间这类琐碎问题，也能精准解
答，为游客们排忧解难。

当天，一对爷爷奶奶牵着 3
岁的小孙子酷宝来到夫子庙景
区游玩。小家伙一看到“小玥”，
立刻被吸引住了，站住挪不开脚
步，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好奇
与兴奋。“奶奶，我要给这位漂亮
姐姐点赞！”酷宝稚嫩的声音里
满是欢喜，说着便踮起脚尖，伸
出小手在“小玥”的点赞界面上
认真地戳了戳。这可爱的一幕，
引得周围的游客纷纷驻足，大家
也都忍不住想要和这位特别的

“警察姐姐”聊上几句。
在小玥上线当天，现代快报

记者联系到了这位数字女警的
原型——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民警方玥。这位1999年出生的
女警，已有三年多的从警经历。
她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和高级执法资格考试，成为

一名年轻骨干民警。每逢重大
节假日，夫子庙景区游人如织，
方玥和同事们都会奔赴景区支
援安保工作。在执勤过程中，她
们常常被游客们围住，询问诸如
地铁站、洗手间的位置，以及秦
淮灯会预约方式等问题。这些
日常积累的高频问题，被一一收
录到小玥的“脑海”中。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与现
代快报携手，共同打造的这款别
具一格的警务数字人系统，运用了
先进的AI算法、深度学习以及数
字人形象驱动模型，以方玥为原
型，1:1还原了她的外貌，通过高
精度面部捕捉与实时渲染技术，让
小玥的一颦一笑都栩栩如生，语音
交互时口型与语音实现毫秒级同
步，仿佛真人在与游客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夫子
庙景区外国游客众多，小玥还特
别配备了英文版本，用流利的英
语为国际友人答疑解惑，架起了
一座沟通的桥梁。除了基础的
问答功能，小玥还拥有留言点赞
功能，游客们可以在互动界面分
享自己的旅行感受、提出建议，
与这位特殊的“警察朋友”进行
更深入的交流。

这还只是“小玥”现阶段的功
能。未来，研发团队还计划开发
自然流畅的交互式对话数字人，
能够实时语音交互，即时动态发
布景区临时公告和重点时段安
全提醒等，遇到紧急情况还能一
键报警。

在夫子庙景区，小玥已成为
一道新的风景线。无论清晨日
暮，还是节假日人流高峰，她都
不知疲倦地坚守岗位，打破了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用科技的力量
守护着每一位游客。下次来到
夫子庙景区，不妨放慢脚步，与
这位“不下班”的警察小玥来一
场奇妙的偶遇，感受智能警务带
来的便捷与温暖！

“不下班”的警察小玥正式报到
快来夫子庙景区与她偶遇吧

“报告，新警报到！”5
月1日清晨，南京秦淮警方
数字女警“小玥”正式上线，
在夫子庙景区开启了她特
别的“执勤”生涯。当晨光
洒在青瓦白墙上，这位不知
疲倦的“不下班”警察，正以
独特的方式，为往来游客和
周边居民带来全新的警务
服务体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季雨/文
吉星/摄

数字女警的原型——民警方玥（左）

扫码看视频数字女警“小玥”正式“上岗”

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有国
内第一条以软件产业命名的大
道——软件大道，这里也被码
农们称为“宇宙中心”。今年
“五一”，在这个“宇宙中心”，
一根“数据线”上天下地、穿园
过街，成为南京人的新晋网红
打卡地。这条长约8公里、环
线段约 6.5 公里的红蓝步道，
将多个景观串联，形成了“数据
线”形状，这就是江苏首座高线
公园——雨花数据线公园。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文
顾炜/摄

扫码看视频标志性节点“雨核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