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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愿你拥有微笑的能力

政策宣介
赋能AI加速度

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市
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李霞代表
市委统战部向分论坛举行表示
祝贺。她表示，上海正以服务国
家战略为牵引，加快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徐
汇分论坛的举办，既是市区联动
推进创新创业的生动实践，也是
徐汇发挥“科技+统战”叠加优
势，打造“智联高地”和“沪港枢
纽”的创新举措，更是放大青年
50 人论坛品牌效应的关键平
台。希望沪港青年把握机遇，深
化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
青春担当，共同推动AI技术创新
与产业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徐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诸旖表示，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徐
汇区迈向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连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工智
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徐汇案例
正在形成。这些积累正是沪港
共筑AI创新生态的关键纽带，为
两地深化科技合作、推动产业升
级提供了新范式，以产业协同为
引擎，以青年成长为核心，激发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澎湃动能，
徐汇欢迎更多AI创新技术在这
片热土上开花结果，欢迎更多创
新创业青年与人工智能共成长、
共未来。

论坛上详细解读了徐汇区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及“模速空
间”孵化人工智能创业的支持政
策。人工智能产业瞬息万变，模
速空间紧扣大模型行业痛点，重
点聚焦解决人工智能创新企业
最实际的发展需求，逐步形成

“双循环生态”。对内支持空间
内的企业相互交流合作，形成

“上下楼即上下游”的飞轮式发
展格局；对外联合产学研资组
局，组织供需对接活动近百场，
支持入孵企业开展商业验证和
业务拓展，以更优的政策支持和
更紧密的生态联动，为来自全球
的开发者提供最优环境、最佳资
源、最好生态。

沪港对话
AI智领未来

主旨演讲环节，沪港两地业
界大咖分别从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两大维度，分享了人工智能领
域的前沿实践与创新模式。商汤
科技副总裁张少霆以“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铸就新质生产力”为
题，通过展示智慧医疗影像平台
等标杆案例，生动呈现了商汤“硬
件-软件-生态”全栈技术体系在
多元场景中的落地价值。

香港科技大学的杨旸教授
以“如何在AI时代赋能青年创新
创业”为题，聚焦人才培养，深入
剖析了港科大在徐汇西岸构建
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分享了通过
整合沪港两地高校资源与企业
需求，打造“人才培养-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三位一体的国际
化创新生态体系的成功经验。

杨旸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产
教融合中心自今年1 月份成立
后，一直在积极拓展和产业的合
作，还有推广徐汇青少年 AI 教
育。目前已经吸引了10余家企
业入驻产教融合中心，真正为AI
创业企业提供赋能服务。今年
暑期，针对中学生开展AI教育和
创新营活动，会有8位香港科技
大学老师来沪开设2门不同主题
的课程，帮助中学生了解AI发展
的新趋势，激发他们学习利用AI
创新技术的兴趣和动力。“接下

来，我们还将在研究生阶段加强
高端人才培养，和香港科技大学
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今年9月
份，我们会组织AI人才来上海企
业访问与实习，希望吸引更多AI
人才到徐汇创业。”

沪港协同
AI创新无界

论坛聚焦沪港青年人才反
映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搭建一系
列人工智能领域的展示舞台及
服务项目。

“以赛聚智”，会上启动第二
届“兴智杯”全国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大赛——基于国产软件栈
的生态应用赛、港理大·易汇资
本国际未来挑战赛（上海赛区），
以赛促用提振国产化信心，加速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科技人

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千行百
业中的赋能应用。“以营促创”，
发布沪港大学联盟青年领袖训
练营2025徐汇站，为沪港青年提
供赛事、培训、交流等全方位支
持，感受沪港两地文化脉搏，深
入交流AI未来发展，互助成长为
AI未来青年领袖。

这些项目以徐汇分论坛为
纽带，深度融合两地创新链与产
业链，在技术攻关、人才共育、产
业孵化等方面转化为长效创新
引擎，为持续打造青年创新创业
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能。

沪港展望
AI破局共进

在“AI创业之路：破局与共
进”圆桌对话上，阶跃星辰、无问

芯穹等6位来自沪港两地的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及“模速空间”负
责人展开深度对话。围绕人工
智能技术突破与产业融合的商
业化路径展开深度探讨，从技术
攻坚、场景赋能、生态共建等维
度，解析AI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
模化落地的关键挑战。与会嘉
宾通过沪港双城视角，为AI赋能
千行百业提供前瞻洞察。

阶跃星辰副总裁李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4月29日当天，
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模速空间时，
他本人也在现场。“时隔多日，我
仍感到非常振奋，觉得自己所处
的领域恰逢其时。今年我们在整
个基础模型应用上将更有信心，
将坚持全面基础模型的自研路
线，做出更好更多的模型，希望将
模型应用到终端更多的行业。”

□青年报评论员 陈宏

5月8日，是第77个世界微笑

日。1948年，世界精神卫生组织

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

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微笑

日”，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

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

悦与友善，增进社会和谐。

翻翻新闻榜单，世界仍在割

裂，似乎远方没有什么特别值得

微笑的事。不过，一个常识是，

每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日，都是对

这个还有缺失的主题的呼吁和

期盼。正因为在现实世界感受

到了太多的压力，在社交媒体看

到了太多的焦虑，我们才需要更

多的微笑。

幸好今天我们看到，在上

海，在湖南，在山东，在江苏……

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教孩子一

件事：微笑。照片和视频中，孩

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极具感染

力。

微笑，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地

球其他生物的显著特征，是真正

的人类通用语言。婴儿诞生后

不到 1 小时，就能有类似微笑的

无意识肌肉抽动；1到2个月，就

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笑容。在全

世界，即使是相隔万里、语言与

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也不会误会

嘴角上扬的意义。

对这个世界微笑，让无成本

的善意，去抚慰人心。我们曾经

被一些地震灾区或国际战场的

照片击中过内心：一片狼藉中，

两个陌生人因为一根棒棒糖、一

只伸过来的援助之手，脏兮兮的

脸上可以瞬间绽放出最美的笑

容。发自内心的微笑可以消弭

太多的冲突，曾有报道称，巴西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涂鸦艺

术家将居民的笑脸投影在斑驳

墙面上，原本充满暴力的街区开

始出现自发的社区清扫队。是

的，其实我们不必去想着改变整

个世界，只需成为身边人的一平

方米春天，无数的笑脸拼接在一

起，将成为这个星球最震撼人心

的力量。

对自己微笑，包容诸多的不

如意，让自己拥有温柔而坚定的

力量。研究发现，儿童每天能笑

四百次，成人平均只能笑几十

次，少的甚至只有几次。我们总

在社交网络上面无表情地给别

人点一个笑脸，或在聊天窗口发

送一句“哈哈哈哈”，自己却未必

有多少快乐。对自己微笑是一

门学问，更是一种内心的修炼，

因为对自己微笑，是能坦然接受

自己的缺点，有自信解决难办的

问题。微笑着对自己说一句“你

可以的”，潜移默化间，你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因为正向情绪的感

染力，就像一圈正能量的涟漪，

会激活你和周围人的情绪同步

密码，在你的周边形成乐观的磁

场，让你事半功倍。都说“爱笑

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这

又何止女孩呢？

你笑起来真好看。别忘了

咧开嘴巴，让你的笑容，成为这

个世界最美的风景。

激发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澎湃动能
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徐汇分论坛成功举办

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徐汇区“模速空间”调研，给予徐汇极大的精神鼓舞，更为人工智能发展掌舵领航、把
脉定向。

昨日下午，以“智联沪港 AI无界——青年与人工智能共未来”为主题的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徐汇分论坛
成功举行，这是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年度第9个矩阵项目，徐汇只争朝夕，支持创新创业，坚定不移发挥爱国统
一战线力量助力全国人工智能高地建设的具体实践。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微笑是无声的问候，微笑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 新华社 图

论坛上的圆桌会议现场。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