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着航天服的航天员与二次元少女一
起主持节目；

《山海经》里的奇珍异兽栩栩如生地站
在眼前；

24 节气文字拟态图让节气之美更具象
地呈现；

⋯⋯
2月10日晚，一场AI（人工智能）春晚在

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b 站等上
演，成为众多AI爱好者的盛宴。

很多人不知道，“AI 春晚”这个想法，是
不久前在杭州西子湖畔酝酿的。正式提出
后，得到了许多 AI 爱好者的支持。最终，由
一个20人的小团队牵头，打造了这台别具特
色的“共创AI春晚”。

2023 年被业内称为 AI 元年，AI 已逐渐
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但是，用 AI 办一场
春晚，对于许多人来说，确实未曾听闻。

当科技遇上传统年节，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我们为何会需要一场 AI 春晚？记者
跟本次 AI 春晚发起人兼总导演“电子酒”、
共创志愿者和清华大学专家等聊了聊。

“归来”的老艺术家

晚上 8 时，一段 2 分 34 秒的 AI 视频，将
人与科技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AI春晚随之

揭开帷幕。
“大家好，有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还带来了大家的两位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马三立。”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

在 AI 小品《马上封侯》中，已故老艺术
家马三立、侯宝林、马季“齐亮相”，带来一段
相声表演。

“向三位艺术家致敬”“优秀”“看到这真
的感慨”⋯⋯留言区已被网友的点评刷屏。
此时，距离直播开始仅 10 多分钟，直播间里
已涌入了近万名网友，超 200 个微信视频
号、抖音、b 站、小红书等平台的自媒体参与
直播与转播。

AI春晚设置了视觉、音乐、舞蹈、相声等
节目。音乐类节目《西游不能停》以说唱的
形式呈现，节目的歌词、乐曲和演唱，全部由
AI 生成。要不是前期的介绍以及屏幕上的
提 示 ，很 难 想 象 节 目 的 表 演 者 竟 然 不 是

“人”。
而节目《爱的传承·数字母亲》，讲述了

朱睿与自己母亲的故事。41 岁的朱睿，因
为种种原因错失与自己 102 岁的奶奶见上
最后一面的机会。此后他时常想念奶奶，想
通过数字人的形式再见到奶奶，但由于手头
仅存有一个关于奶奶的影像资料，目前的技
术无法支撑其生成数字人。不幸的是，朱睿

的母亲前些年被确诊癌症。这些年，他一直
在有意无意地留存母亲的影像资料。节目
的最后，朱睿的母亲以数字人的形态，出现
在我们面前，这也让观众动容，点赞留言
刷屏。

据不完全统计，超过 10 万人在线观看
了这场 AI 春晚。一名网友发布长篇微博表
达了自己的感受：AI 音色、音乐、二次元数
字人等方面和现实相差无几，虽然图像、视
频、真人模型仍有肉眼识差，但综合的感官
体验已经可以满足基础娱乐需求⋯⋯节目
广度很够，有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有职场魔
改 喜 剧 、有 古 风 、有 赛 博 、有 动 画 ，真 的
很赞。

但也有网友指出，整台节目的风格还不
是很统一、一些节目的连贯性还不够等。“部
分节目确实简单了点、深度还不够。”中国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联盟发起人
倪考梦是温州人，也是这次 AI 春晚的共创
志愿者，他说，能用30天达到这样的效果，对
于大家来说已是不易，“尽管这次晚会多数
节目还是炫技多，内容方面略弱，但是用生
成式智能技术演绎一台春晚，让大家看到了
技术的力量。”

“对节目的审核和节奏的把控还有待加
强，原本有两个节目没有达到我的理想呈现
效果，但考虑到那么多人那么努力去做了，

最后还是让它呈现出来。”AI 春晚结束后，
“电子酒”这位来自长三角一家科技公司的
AI内容产品经理马上开始复盘，他希望这能
成 为 一 个 公 益 项 目 ，下 次 邀 请 专 业 导 演
执导。

西湖边的一个决定

“不如用 AI 创办一场春晚。”说不清具
体是什么时候，这个念头在“电子酒”的脑子
里越来越强烈。

或许是因为，2023 年，AI 给这位 1994
年出生的铁岭小伙带来了事业上前所未有
的成就感：他用 AI 制作的 10 秒钟短视频，
被阿里巴巴授予 AIGC 优质 AI 创作者奖
杯，还获得了 1.5 万元的奖金。他设计的 AI
画作，被放到艺术展上展示，虽然只是裱装
了一个简单的画框，被放在一个并不显眼的
位置。

从一名AI看客，到AI小白，再到如今的
AI 玩家，种种经历让他觉得，AI 能够实现很
多，有想法就能落地。

“我在东北长大，看了二十几年的春
晚。”“电子酒”说，对于春晚，他有着特殊的
感情，所以想试着用AI，自己做一台春晚。

1月14日，杭州，西湖畔，明月楼。
（下转第二版）

10万人观看的这场AI春晚，有何不同
潮声丨执笔 张亦盈

假期，寻找快乐

2 月 12 日，临海熊出没欢乐港湾热闹不
已。当天是该公园开业第一天，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游玩。 拍友 蒋友青 蒋歆慧 摄

在德清县，热闹的娱乐活动之外，到农家书屋看书成为
市民的新选择。图为2月12日，市民在禹悦书房阅览书籍，
享受一刻宁静。本报记者 陶韬 共享联盟·德清 王力中 摄2月12日，在桐乡濮院时尚古镇，游客体验嬉鱼灯会，领略江南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王志杰 共享联盟·桐乡 陈建钟 摄2月12日，在桐乡濮院时尚古镇，游客体验嬉鱼灯会，领略江南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王志杰 共享联盟·桐乡 陈建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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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2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波 共
享联盟·鄞州潘火 章媛）“新年好！”“赶紧
去食堂吃早饭！”⋯⋯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
三，上午 7 时许，我来到位于宁波市鄞州区
潘火街道的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周曙光正站在车
间门口招呼着刚下夜班的员工。

近年来，我国特高压工程建设速度加
快、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热，带动了整个产
业链飞速发展。作为电容薄膜生产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宁波大东南万
象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外知名电容企业
的供货商，已有近 15 年没停过机。而这个
龙年春节，车间里依旧是一片繁忙，近百
名 员 工 坚 守 一 线 ，4 条 生 产 线 满 负 荷 赶
订单。

“新年好！王记者，你来得真早。”见我
赶到，一身蓝色工作服的周曙光迎了上来。
走进公司厂区，树枝上挂着红灯笼，门头贴
着窗花，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走，我们先去车间转转。”周曙光领着
我走进了车间。“不好意思，我们先换件衣

服。”在车间一楼更衣室里，他递给我一件白
色长衣和帽子。换好衣服来到二楼，进车间
前有一个缓冲通道，一股高速气流从两边喷
嘴喷出。“这是风淋室，每个进入车间的人都
必须在这里吹足 30 秒，可以减少人员进入
车间所带来的污染。”他说，车间对洁净度的
要求跟手术室一样。

“洁净度为何要保持这么高？”我有点
疑惑。周曙光解释：如果薄膜有一点灰尘，
就 会 形 成 电 弱 点 ，通 电 工 作 时 就 容 易 被
击穿。

“这是我们的三期车间，7000 平方米的
车间里，一条生产线只需 11 位员工。”周曙
光说。在车间里，我看到，这里基本实现了
全自动化生产作业。伴随着机器嗡嗡作响，
隔着窗户，周曙光指着一条快速流淌的“水
帘”说：“你看，这个晶莹剔透的就是电容薄
膜，厚度只有 2.4 微米，最薄的只有 2 微米，
比头发丝还要细。”

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最早
生产家电类用的电容膜。2009 年，公司开
始转型，投入 4 亿多元，实施耐高温超薄电
容膜项目的自主研发、生产。周曙光告诉
我，相比常规薄膜，超薄电容膜耐温性大
幅提升，用它生产的电容器体积小、可靠

性强、适用范围广、能长期在较恶劣的环
境下稳定工作，“像在高压智能电网、风力
和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要用
到。”

如今，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电容薄膜成了抢手货，甚至成为下游厂
商在参加招标时的名片。“我们已经掌握了
超薄电容膜核心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
垄断，还出口到印度、巴西。”说起公司的发
展壮大，周曙光话语间满是自豪。

“现在这条线生产的膜，都是供应新能
源领域的，国内头部新能源企业，或多或少
都会用到我们的膜。”周曙光介绍，去年，公
司生产的薄膜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容的比例
上升到30%，公司实现总产值5.14亿元。

话音未落，我们又来到另一个车间，同
样一片火热。在这里，我碰到了正在巡查的
公司董事长黄剑鹏。

“王记者，今年上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了。”黄剑鹏笑着拉着我说，近三年，公司年
产值平均增长率达 15%以上，利润率增长
20%，并参与了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谈起
今年公司的发展，黄剑鹏表示，“今年产值起
码有 10%的增长。但我们不想一味扩大产
能，目前公司成立了综合测试中心，我们正

在研发高附加值的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产品
线。”

“春节加班伙食怎么样？”“早上吃了包
子、鸡蛋、炒面、粥。”见工人脱口而出，黄剑
鹏笑着冲我说：“员工都是企业的宝，春节期
间留下加班，更要照顾好。”黄剑鹏介绍，春
节假期公司食堂特意提高伙食标准，免费供
应一日三餐，除夕夜还安排了水饺、汤圆。
对于加班的员工，除了正常的加班工资，还
提供了5天带薪休假和春节当月全勤奖500
元等福利。

在企业做好员工服务的同时，当地政府
也为企业送来了关爱。节前，鄞州区相关部
门和潘火街道联合走访企业，了解春节不停
工的需求，尽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生活所需。

“街道有个企服群，有什么问题，在群里说一
下，街道立马就会有人对接解决。”对于鄞州
提出打造最优营商环境，黄剑鹏深感当地服
务贴心。

离开车间，我跟随周曙光来到了仓库，
工人们正忙着把产品打包装箱。“这些节后
就要发出去，说起来，我还要去问问物流。”
转身，周曙光拿出手机，通话中，连连传来

“好”“好”“好”。只见他一脸微笑地说：“顺
利的话，年初七就能发货了。”

记者探访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公司，看假期车间里一片繁忙——

四条流水线，满负荷生产赶订单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陆遥 通讯员 施梦颖）
农历龙年到来，“欢乐春节”线下展演的
大幕全面拉开。

“欢乐春节”是文化和旅游部发起的
对外文化交流品牌，迄今已有20余年历
史。2024 年“欢乐春节”活动将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 500 场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展演，并在近20个国家
举办“全球彩灯点亮活动”，广泛邀请世界
各国人民共度中国佳节。我省多支文艺
团队在海外共同参与“欢乐春节”活动。

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美国费城艺术
博物馆内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年味，一场

“龙曦呈瑞，迎新纳福”中国农历新年庆
祝活动在这里举办。

为参与这次“欢乐春节”活动，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遗台绣代表性传
承人林霞早早开始准备，历时 4 个月制
作了一幅名为《共生》的全新作品，寓意

“和合共生”。细细看来，整幅作品色彩
充满生机，立体感极强，镂空部分玲珑剔
透、独具风格。抽、拉、镶、雕⋯⋯现场，
她边向观众展示台绣精湛的技法，边通
过手机翻译讲述创作的立意。“过去我们
台绣也多次走出国门，但大多参与的是
静态的展览，像这样能够和当地人进行
互动展示交流，特别有意义。”林霞表示，
当自己的作品被称赞颇具“国际范”，她
总是自信地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仅美，而且都十分具有‘国际范’。”

南宋官窑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
鑫展示着青瓷跳刀等技艺，彰显宋韵之
美。“我们展示的南宋官窑瓷器彰显着中
国文化特色，代表着南宋时的主流审美，
造型极简，釉色温润，令观众直呼神奇。”
他难忘一位美国观众南希，虽已70多岁
高龄，还是强烈要求现场体验陶瓷拉坯的技艺。

“我们汇集了一批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在春节
期间到美国东部地区多个城市展演，通过展示浙江地域特
色文化和传统技艺，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浙江百姓的幸
福美好生活，向海外民众传递新春祝福和美好祝愿。”浙江
省文化馆馆长阮静表示，这支由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浙江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省文化馆牵头实施组成的
浙江省“欢乐春节”展演团，已圆满完成在纽约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新泽西交响乐团、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等美东地区文
化机构的7场展演活动。

除了在美东地区，这个新春佳节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
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文艺浙军”。在毛里求斯和坦桑尼
亚，浙江演艺集团演出团队和当地艺术家们同台演绎美美
与共的欢乐；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
团奏响经典乐章；在塞尔维亚、瑞典和冰岛，浙江婺剧艺术
研究院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大展绝活⋯⋯一支支来自浙
江的文艺队伍，为世界各地的观众献上了演技精湛、内容丰
富、极具中国韵味的文化盛宴。

我省多支文艺队伍为海外观众献上文化盛宴美美与共

，同庆欢乐中国年

本报黄岩2月12日电（记者 罗亚妮 通讯员 蒋微娜）
2 月 12 日凌晨 6 时 30分，天微微亮，何海英匆匆吃完早饭，
换上深蓝色的制服，赶往头陀镇公交场站，开始一天的工
作。何海英是黄岩“村村通”微公交的司机，这是她从乘务
员转岗成为驾驶员的第 4 个月，也是她第一次独自一人在
公交车上过春节。

2023 年 9 月，为解决黄岩西部山区群众“出行难、出行
贵”的问题，台州公交集团升级乡村“村村通”微公交线路，
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 35 辆车，何海英驾驶的“头陀—分水
岗”线路就是其中之一。

节假日往往是公交司机最忙的时候。清晨的头陀镇公
交场站早已灯火通明，各条线路的公交司机陆续到岗。像
往常一样，何海英在保安室领取了公交车钥匙后，对车辆进
行了一次全面安全检查。

不同于常规公交车，“村村通”微公交采用的是纯电动
商务车型，只有7个座位。“微公交主要为了服务偏远山村，
7座能满足大部分村民的出行需求。”何海英介绍。

7 时，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后，何海英驾驶着橘黄色的公
交车准点从场站出发，驶向终点站分水岗村。分水岗村位
于半山腰上，距离头陀镇中心大约 13 公里，途中还会经过
中岙村和前园村。和大多数山村一样，这几个村子的年轻
人大部分定居在外，仅有少数老年人留守在村子里。

当车辆驶过镇中心的菜市场时，记者看到勤快的摊贩
早已摆好了五花八门的商品，沿街洋溢着过年的氛围。“这
几天集市上可热闹了，村里老人不仅要来赶集，还会把自家
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卖。”何海英笑着说，“别看现在车上人不
多，等会回程一定坐得满满当当。”

正如何海英所料，当公交车抵达分水岗村时，村民早已
在站点等候。“小何新年好，今天又是你载我们啊。”看到何
海英从驾驶室里出来，一位头戴黑色帽子的阿公乐呵呵地
和她打招呼。

新春的清晨，去镇里赶集的村民并不少，车辆很快满
员。何海英没有过多停留，在乘客安稳入座后，她调转车头，
载着热热闹闹的一车人返回镇上。途中，记者还看到不少村
民站在路边等候搭车。“因为分水岗村与临海市尤溪镇交界，
隔壁镇的村民也会搭我们的微公交到头陀赶集。”何海英说。

春节假期，像这样的路程，何海英一天要来回跑 5 趟，
但她并不觉得烦闷。“微公交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看着大家喜气洋洋的样子，
何海英的心里也暖暖的。

黄岩村村通微公交春节不打烊

搭上“专车”去赶集，方便

春节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