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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各方嘉宾共同见证
了“一带一路”信息产业发展联盟揭
牌启动仪式。主论坛环节，代表们
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形式，就
如何进一步发挥信息服务业的技术
优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展开了
深入探讨与交流。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论坛环节，
“中国推介+视讯中国”等论坛得到
了与会者的重点关注。其中，“中国
网+”与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
战略合作签约暨“中国网+梦创空间”
揭牌仪式也在此举行。活动现场，
中国网+CEO苗步林和上海市青年创
业就业促进会秘书长朱红共同为

“中国网+梦创空间”揭牌。双方表

示，将聚焦为青年创客、青年企业家
的创新、创业和创意行动提供平台
支撑，以青年英才培养模式孵化优
秀青年企业家，帮扶贫困地区青年
创新创业项目，持续提供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实践、教育培训等创新创
业服务，进而为上海服务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贡献智慧与力量。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如火如荼开

展的同时，大厅的走廊内，各种展品
一一呈现，吸引人们驻足观看、交
流，俨然一副热闹的创业集市景
象。由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
梦创空间孵化并推荐的“追求AI手
语识别机器人”“茗校圈圈”“东方文
尚”三个青年创业项目也亮相展厅，
从人工智能、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等
多角度展现创新创业成果。

“一带一路”信息产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沪举行

共建数字丝路 共创美好未来

·视野创创

“难受”“医生”“检查”，在操作
人员的手语演示下，“追求AI手语识
别机器人”正在实时将内容进行翻
译，并以语音和文字形式展示出
来。“它叫‘凝眸1号’，是我们公司
的第一代产品，已经学会了1万余
个国家通用的手语词汇。”上海追求
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李铁海自豪地向观众讲述着这款机
器人的功能和用途。

2016年，在聋哑人微电影拍摄
活动上，他接触并了解了聋人群体
在就业、看病、交通出行等方面的障

碍。中国约有2400万聋人，他们口
不能言，耳不能听，如何帮助他们实
现“无障碍”生活？为此，曾在创业
服务机构工作的他，利用现有资源，
与医院合作，开设了助聋门诊。

“慢慢地，我们开始思考如何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聋人解决生活
痛点和实际问题。”就这样，经过2年
多的技术储备、团队搭建和商业模
式的探索，他与多位合伙人共同创
立了上海追求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为残障人士研发人工智
能设备，帮助聋人实现便利生活。

经过反复试验、不断优化和迭
代，首台人工智能手语识别机器人

“凝眸1号”成功面世。“如今，我们
的产品出现在街道、社区、公益机构
等公共服务场所，正在为更多聋哑
人提供服务。”李铁海欣喜地表示，
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凝
眸1号”也惊艳亮相，共吸引了500
余名聋人前来体验、观摩，现场气氛
热烈。

“一路走来，离不开上海市青年
创业就业促进会的支持与帮助。”一
旁忙碌的创始人李斌难掩激动之情，

他坦言，项目从落地到产品研发，再
到推向市场，每一步都凝聚了老师们
的心血和付出，“他们帮助我们进行
政策对接、提供专家辅导，推荐我们
参加投融资路演活动，还邀请媒体对
项目进行线上线下多渠道报道。”

当天的活动，在李斌看来，也是
很好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他表示，
希望在这样的国际化平台上，能够
遇到志同道合的外国合作方，大家
互通有无，共同助推“追求AI手语识
别机器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落地，
进而服务和帮助更多聋人。

精致的丝巾、茶具……东方文尚
展台前，多样化的文创产品吸引了诸
多观众前来观摩和咨询。创始人孙
爱林认真倾听大家的需求和想法的
同时，对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和内涵
给予了深入的解读、讲解。

“我们以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
为企业客户提供从文创产品策划、设
计到生产制作的一整套服务。”毕业
于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孙
爱林，谈吐优雅，浑身散发着浓浓的
艺术气息。去年，在积累了多年广告

设计行业的经验和资源之后，她毅然
辞职，走上了创业路。

从最初T恤、卫衣、帆布包等纺
织品的定制，逐步拓展到纸制品、陶
瓷等多品类产品的定制化服务，摸爬
滚打间，孙爱林慢慢找到了文创产品
的“精髓”和“门道”。在她看来，好的
文创产品，除了需要进行前期调研和
精心策划外，还应注重其背后文化底
蕴的挖掘和体现。“唯有有温度、富含
故事的文创产品，才能满足客户的需
求，赢得市场的青睐。”孙爱林深有感

触地说。
创业以来，既有小订单，也接触

过大客户，但对她与团队而言，每当
接到客户订单时，便是他们的“兴奋
时刻”。“大家头脑风暴，展开创意和
设计。”回顾一路走来的艰难，她坦
言，每次除了做好设计把关，还要与
客户保持沟通，随时进行方案的调整
和修改，同时，深入工厂，协调和保证
生产进度、产品质量等，做好各种应
急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加班加点、出
差都是难免的，虽然辛苦，但内心很

充实。”
如今，公司的文创产品从办公用

品、服装配饰到伴手礼等，都有覆盖
和涉及。让孙爱林和团队欣喜的是，
近期他们与一些大客户达成了战略
合作，公司业务逐步走上正轨。

“感谢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
会，推荐我们参加这样的国际化交流
与展示活动。”忙碌之余，她还与其他
展台的创业者热烈交流、互动。在她
看来，唯有资源互通，深度合作，才能
实现共赢。

“我穿的是羌族的民族服饰，手
绣的。”展示区内，茗校圈圈创始人高
慧一身民族服饰装扮，格外亮眼。她
正耐心地向观众展示黎族织锦、羌族
草编、土家族刺绣等非遗作品。

当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对外
汉语专业的她，曾多次跟随相关专业
的老师和学者前往少数民族村寨调
研、探访。其间，她深深被传统文化
的魅力所折服。何不利用专业所长，
帮助更多民族传统文化走出来，走向
世界？“于是，2016年，从怒江调研回

来，我就开始着手创办茗校圈圈了。”
3年来，高慧带领团队走访了26

个民族，行走了300多个村寨，在这
所“不停行走的学堂”中，他们与当地
村民生活在一起，认识非遗大师，了
解当地民俗，并坚持进行传统文化和
手工艺作品的调研、收集、整理及挖
掘工作。

“困难太多了，最开始，缺人、缺
钱、缺资源，推广阶段，也是处处碰
壁。”回忆创业中的艰辛，高慧感慨万
千。让她备感幸运的是，其间，上海

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给予了资源
对接、项目辅导等多种帮助，尤其创
业导师的一路陪伴和指引，让她和团
队在前行的路上充满了信心。

“我们立志打造中华民族文化集
成式的内容输出与交流中心。”创业
以来，高慧带领团队，始终坚持“走进
去”和“走出来”相结合的方式，即让
更多非遗文化走进高校，为高校留学
生搭建中华民族文化体验基地，双措
并举，助推传统文化传承发扬、走向
世界。

如今，华师大文化选修剪纸课、
上师大民族文化讲座等高校课程深
受学生们的喜爱，嘉绒藏族文化学
习、云南德宏民族文化体验等活动，
也让更多中外友人了解了当地的非
遗传承与文化保护。

“目前，我们正在跟尼泊尔、伊朗
等国家的创业者洽谈互通交流与合
作事宜。”谈及未来，她表示，将在“一
带一路”的倡议下，助推中国传统民
族文化和手工艺作品在各地生根、发
芽，魅力绽放。

“追求AI”手语识别机器人 帮助聋人走出无声世界

■特色项目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兴起，共建信息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国家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近日，由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商委共
同指导，“中国网+”、上海市信息服务外包发展中心、
中国推介主办的2019“一带一路”信息产业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沪举行。各省市政府、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行业领袖、企业大咖等齐聚现场，共同探讨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下，为促进“一带一路”新产
业发展的合作方式与共赢战略。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茗校圈圈 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内容交流输出中心

东方文尚 设计并推出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创产品

启动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