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书缘 田朔） 8月
10日 12时 10分，中国首颗以人工智能

（AI）载荷为核心、具备智能操作系统的

人工智能卫星“地卫智能应急一号”，在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进入

预定轨道。经过近两周的系统自检和调

试，这个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弦”顺

利启动并进入正常工作阶段。近日，它

向地面传回一组地球全景艺术作品——

“太空之弦”。

位于临平算力小镇的地卫二空间技

术（杭州）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观

看卫星回传图像。这组漂亮得不像实拍

的真实照片，100%由卫星自主完成，未加

任何后期人工特效。

卫星完全突破了镜头的视角限制，

完成对地球的360度拍摄，照片可以随意

缩放，也可以配合VR设备感受身临其境

的“太空穿梭”。照片在 500公里近地轨

道拍摄，并在轨实现影像融合、HDR、目
标识别等操作。

“地卫二”是我区一家具备智能卫星

研发、制造、发射、测控等能力的企业。8

月10日，“地卫智能应急一号”发射入轨，

它搭载的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弦”便忙碌

起来。

“‘弦平台’相当于手机的芯片，它让

卫星成为一个跑得动大模型的太空智能

体，相较于当下在轨的卫星智能化水平，

提升了数十倍。”公司首席人工智能专家

康亚舒介绍，太空智慧体能实时感知地

球及其周围的变化，在星上就对影像进

行处理、合成、压缩等环节，及时完整地

传回影像数据。这样多维、大范围空间

图像，为工程师们提供了更多的数据解

读可能性，也催生出新的思考和理论。

在当前公开数据中，低轨遥感卫星

最多能捕捉300公里范围内的图像，然而

这颗智能体不仅能呈现地球的景象，还

同时囊括卫星自身、地球以及周边空间

的影像，这近乎于绘制一张太空特定区

域的全景地图，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提供

了无限可能。让人不禁开始期待，地球

自拍的奇思妙想化为现实，卫星太空“直

播”或许就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同时，卫星不再仅限于简单拍摄和

数据收集，而是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任

务。”“地卫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王春晖告诉记者，这颗卫星上部署了

全新计算架构和自动驾驶级的太空算

力，有了强大算力和尖端AI技术支持，

可以驱动高分辨率面阵相机、近红外相

机等载荷，运算超过百种算法，实现星

上的实时观测、实时处理和太空智能。

接下来，“地卫二”将继续发展国家空间

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数据运营、

卫星融合技术，提升空间信息服务能

力。

（记者 陈书缘 通讯员 商赟）区委

一届七次全会上提出，要推动“八八战

略”再深化再实践，锚定共富示范，推进

民生能级新提升。作为毗邻京杭大运河

的一颗明珠，运河街道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产业优势，在“共富”二字上下大

功夫，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化兴

盛、宜居宜业等方面，帮助村集体、农民

持续增收，让共同富裕宏伟蓝图成为运

河的“实践”和“实景”。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农文旅融合探寻富民道路

粉嫩的荷花在碧绿的荷叶映衬下，

更显艳丽，“千亩荷塘”引来游客拍照打

卡；昔日的闲置管理用房“摇身一变”成

了以重建田野风貌、复兴耕读传统、推广

乡村文化为主题的“麦田咖啡”，最近十

分“出圈”。游客纷纷涌入乡村，约上三

五好友，品味咖啡幽香，看天边云卷云

舒，感受“慢下来”的恬静闲适。如今运

河街道拥有秀丽风景和兴旺人气，得益

于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成果。新宇村种

植精品果莲，推行“藕鳖套养”；双桥村创

新探索“稻虾共生”种养模式；戚家桥村

试种太空紫色玉米……各村风光美起

来，百姓钱袋子跟着鼓起来。

“果莲、甲鱼、水稻等产业链都在迅

速发展，我们还不断推动航天育种项目、

稻鱼设施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产业落

地。”运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杭介绍，如

今“藕鳖套养”“稻虾共生”“跑道鱼”等高

效生态模式都成了街道“金名片”。

眼下，依托“千亩荷塘”等网红打卡

地，运河街道正在积极探寻强村富民道

路。街道积极拓展“公司+集体+农户”运

营模式，7村成立强村公司，不断发展农文

旅研学产业，实现经营性收入350万余元；

持续推进望山文体中心共富项目，上半年

增收400万元。街道村均集体经济年收入

有望突破200万元。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打造幸福宜居样板

走进唐公村住房解困项目的启动区

块，你会发现这里与大家印象中的农村

截然不同，屋舍俨然，充满了江南水乡韵

味。

陈杭告诉记者，这是运河街道住房解

困项目的一块“试验田”。没改造之前，这

里基本是40多年的老房子，一户挨一户，

老底子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家家户户堂

前养蚕、中屋烧饭睡觉、后房养猪，不仅采

光、通风不好，到了梅雨季，衣服也总晒不

干，所以大家都喊它“火车弄”。

去年 12月，街道全面启动全域农居

解困行动，这里被率先纳入整治计划，目

前启动区块的22户农房已经完成建设并

交付，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其余区块包

括博陆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也都已经开工

建设。其实，唐公村是非征迁区块，却原

址同拆统建，走出了一条整治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的新路子。为全力破解唐公村

村民住房改建问题，运河街道第一时间

成立“破难题”工作小组，围绕村民需求，

组织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户主会议、

妇女圆桌会等，逐组逐户向村民讲解改

建方案，力争实现原址同拆统建，最终确

定原址统一改造、建设杭派民居、整体提

升的改建方案，也希望让百姓的乡愁有

处安放。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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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推进“无忧上学路”建设开启“护学”模式

让共富蓝图成为“实践”和“实景”
运河街道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提升民生能级

““一把手一把手””融媒访谈融媒访谈

推动推动““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再深化再实践再深化再实践

“地卫二”地球全景艺术作品“太空之弦”惊艳亮相

千亩荷塘

由卫星自主在轨完成的地球全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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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健康南南合作
现场交流会在我区举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凡佳 费陆斌 通

讯员 戚小芬）为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良

好健康与福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增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分享浙江省妇幼

健康典型工作经验，昨日，母婴健康南南合

作现场交流会在我区举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区

卫健局、区妇幼保健院、塘栖镇等相关人员

参加。

一行人先后来到塘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区妇幼保健院，现场参观儿科诊疗中心、

产科诊疗中心、产科家庭病房（LDR）等场所，

详细了解儿童友好设施、产妇治疗手段及妇

幼健康数字化管理平台等工作实效。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妇幼保健院

汇报了近年来我区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试点项目成效，以及妇幼基本公共

卫生等妇幼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来访官员对我区作出的贡献表示

肯定，认为临平在消除艾梅乙工作中措施扎

实，成效显著，尤其实现了艾滋病新生儿零

感染及过去两年孕产妇零死亡，有效减少母

婴传播造成的儿童感染，保障孕产妇生命健

康。

消除母婴传播是预防和减少儿童新发

感染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的重要战略行动。

2017年9月，我区被确定为“消除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试点项目”全国六个试

点县（区）之一。2018年起，我区积极采

取综合干预措施，有效做到关口前移，提

前实现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目标，多次荣

获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项目省市先进集

体。“接下来，医院将加大人员业务能力培

训力度，加大艾梅乙知识全民普及力度。

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保障全

区母婴健康。”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院长

张来表示。

在“家门口”
享受优质老年教育
区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书缘 通讯员 何蕾

蕾）昨日，区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召开，总结老年教育资源整合试点验

收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区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主

任杨霞，委员会成员及委员会办公室全体成

员参加。

会上，区老年教育联盟办通报第二批老

年学堂核验结果、汇报试点以来的工作情

况、提交讨论事项；塘栖镇、崇贤街道、区教

育局作经验交流；各镇街汇报推进情况，各

成员单位讨论发言，审议有关事项。

会议认为，自去年区老年教育联盟成立

以来，全区老年教育工作干有章法、行有机

制、抓有成效，打造了区、镇街、村社三级联

动的“15分钟老年教育圈”，打响了“银临乐

学”老年教育特色品牌，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老年教育。

会议指出，接下来，要坚持思想再重

视、责任再压实、工作再抓实，继续发挥

资源整合优势，持续推进老年教育联盟建

设。要聚焦高效融合，持续提升老年教育

统筹力，继续强化联盟统筹、部门协同、

镇街作为、社会参与，形成老年教育高效

融合、一体推进的工作合力。要聚焦复制

推广，继续加强示范带动、总结提炼、探

索创新，不断提升“银临乐学”品牌力。

要聚焦普惠共享，持续提升临平样式影响

力，继续强化优质均衡发展、选树先进典

型、加大宣传力度，为全省打造“浙里康

养”老有所学模块的标志性成果提供更多

临平素材、贡献更大临平力量。

本报讯（记者 高悦）“我们上下学

有专属通道了，真是太棒了！”“地面的彩

绘好漂亮。”昨日报到，临平不少学生和

家长惊喜地发现，学校附近的人行道上

多了一条有彩绘标识的“无忧上学路”。

早上7时多，临平第一小学南枝校区

迎来上学早高峰。记者发现，在学校附

近，用醒目颜色标注的“无忧上学路”地

面标识，将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人行

道作了明显区分，学校围墙外侧增加的

墙绘、“无忧接送打卡点”立牌、充满童趣

的斑马线等配套设施更是为孩子们营造

了一个舒适安心的通学环境。“不仅学校

周边环境赏心悦目，孩子上下学也安全

多了，我们跟着放心许多。”学生家长龙

女士说。

“无忧上学路”专门为开车的家长规

划了临时停靠点，在人行道外设立了隔

离护栏，加设了道路交警、护学岗现场引

导，确保孩子自行上下学更安全。瞬时

车流量大、人车混行、停车难、守护力量

不足等问题几乎是所有学校上下学高峰

时面临的安全隐患。一条“无忧上学

路”，为孩子安全上下学提供了有力保

障，也让家长吃下了“定心丸”。“除了‘人

非’分离，我们还联系开放部分学校的地

下车库，缓解接送时停车难、拥堵突出等

情况。”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交警道路交

通秩序管理科科长殷超介绍，除上学时

段，放学时段校外的交通拥堵情况同样

严重。为此，公安交警部门和区妇联、区

教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

对学校地下车库的空闲车位进行梳理和

规划，设置地下接送区域，通过护校岗引

导家长将车辆停至地下车库。放学时

段，老师带学生至地下车库，方便家长有

序接回。

去年 9月，我区遵循“延、专、显、安、

协”五字护学方针，在临平街道梅堰社区

启用全区首条“无忧上学路”，通过延伸

放学点位、规范交通流线、升级安防技

术、开展志愿护学等多维安保措施，为周

边 3所学校 3400余名儿童平安上下学保

驾护航。“无忧上学路”的开通不仅为孩

子们营造了一个不用家长接送也能安心

通学的环境，还缓解了周边道路的交通

压力，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据了解，“无忧上学路”建设被纳入

今年的区级民生实事项目，明确在全区

建设 9条以上“无忧上学路”。为进一步

推进儿童友好城区建设，提升儿童上下

学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我区制定了

《临平区“无忧上学路”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2023-2027年）》，计划对“无忧上学

路”建设扩面，在原有民生实事项目基础

上，增加建设数量，提升建设标准，争取

通过 5年时间，在现有 206个校园点位实

现“无忧上学路”全覆盖。

此外，该行动计划还制定了全区“无

忧上学路”的建设标准，明确了项目建设

时需涵盖交通标识、看护人等候区、安全

防护设施、警示标识、停候车空间、安全

岛、车辆减速带等十余项内容。同时鼓

励各镇街在打造时融入更多儿童友好元

素和临平特色元素，如设置临平特色儿

童友好标识、路面彩色线条、“无忧补给

点”、街边憩息空间等。

目前，儿童友好城区建设领导小组

计划 2023年共打造 18条“上学无忧路”，

覆盖 8个镇街，作为扩面民生实事项目，

预计 9月底将陆续完工，惠及近 20所学

校2万余名学生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