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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嘉兴市科技（科普）活动周近日在
平湖拉开帷幕，世界互联网智慧教育技术论
坛同时举行。此次活动由嘉兴市委宣传部、
市科技局、市科协、平湖市政府、上海交通大
学联合主办，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多系列、多层
次的群众性科技（科普）活动30多场次。

据了解，除市本级全面开展“5·12”防震
减灾系列宣传、百名律师进千家科技创新企
业宣讲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与老科学家
面对面”科普活动及南湖区知识产权“六进”
宣传活动和“美丽秀洲、美好生活”主题科普
教育活动外，各县（市）也积极行动，广泛参
与。嘉善县开展以“保护·运用·发展”为主题

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海盐县通
过知识产权知识竞赛等方式，着力
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增
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海宁市科
技下乡系列活动，组织农技专家成
立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等科技服务
小分队走村入户，与农户结对，传
授科技新知识、新方法及市场经营
信息；桐乡市通过应急演练和广场
宣传的形式，对防灾减灾、知识产
权、居家养老等进行宣传。

世界互联网智慧教育技术论坛是2016年
平湖市科技（科普）活动周主推的内容，来自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德
国哈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等知名大学的专家出席论坛。

“我这次带来的专题报告是关于如何在
互联网经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创新教
育。”美国斯坦福大学职业发展中心定制课
程主任赵春梅表示。在她看来，斯坦福大学

是一所坚持创业创新的学校，在与企业、教
育机构的合作中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嘉兴地理位置优越、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中
小企业蓬勃发展、民间创新活力十足，这一
切与学校所坚持、所倡导的理念相符合，希
望能通过此次论坛能寻找到与嘉兴企业、教
育机构合作的机会。

智慧教育与企业发展座谈会也同时举
行。 耿俪洳 杨明豪

嘉兴：四国专家助阵互联网智慧教育

人工智能将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智
能硬件的推广渠道有哪些？在5月20～
22日举行的2016中国（浙江）第二届智能
硬件博览会杭州主展区上，举办了多场
相关主题高峰论坛，智能硬件和人工智
能领域的专家以及供应链服务商、渠道
商、投资机构等，分享了关于行业发展趋
势的理解、产品发展方向的探索以及创
业路上的心得等。

AR/VR交互体验与内容生成
有待升级

在 5 月 20 日举行的 AR/VR 高峰论坛
上，众多业界大咖对 AR/VR 技术发展趋
势及市场化等问题展开讨论。联想研究
院感知设计研究总监钟将为、凌感科技总
监张宏等认为，AR/VR 技术、产品还处在
初级阶段，这些领域在内容生成创新、交
互体验及变现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目前 VR 头盔已经让用户产生了审
美疲劳，原因在于头盔体积大，戴在头上
让人感觉笨重的同时，还容易出汗，因此
VR产品的交互设计及体验还有很大的升
级空间。”钟将为认为，VR 的最终形态一
定是舒适、小型化、轻型化。

富士康富梦网负责人周正浩认为，
2016 年是 AR/VR 大爆发的元年，很多大
公司都已经深耕布局两大领域。“目前
AR/VR 产品很重要的一块是头盔，但是
AR/VR 绝不仅仅是眼球交互，还有手势
交互，未来还有人移交互。”周正浩表示，
富士康已经和阿里巴巴等企业开展合作，
布局人工智能硬件设备领域。

除了硬件，VR 的应用和内容也不可
忽视。张宏认为，VR 是自然地体现内容
的方式，那么交互也应该是自然的，人们
的手势、声音、姿态、眼球等其实都应该成
为最自然的交互方式。张宏表示，未来
VR技术的发展趋势，在手势交互、人移交
互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内容的创
新也需要与交互方式相结合，让用户获得
更好的体验。

人工智能+家电
成为新一代家庭智能终端

“艾米，你有男朋友吗？”“这个一会儿
下台再说，我要报幕啦。”5月20日举行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高峰论坛向大家呈现了
罕见的人机搭档主持一幕，男主持人与机
器人艾米默契的互动让在场观众忍俊不

禁。
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宏鑫博士向大家展示了有“意思”的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真
正好的智能是要能懂得人的智能，这需要
让数据读懂人，达到人和物之间零距离。
数据最终实现可视云计算，才是数据与人
工智能的和谐之路。

科大讯飞的马汉君、图灵机器人王向
一、慈星股份李立军等企业家共同为到场
者描绘了一个人机交互的未来。李立军
告诉在场观众，对于家用机器人而言，未
来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人工智能+家电，
带机器人属性的智能家电有望成为继电
脑、手机之后新一代在千家万户普及的智
能终端，成为虚拟世界联系物理世界的重
要人工智能载体。

智能硬件背后的服务端
潜力巨大

智能硬件产业的发展机会在哪里？
创业者该如何选择创业方向？投资人眼
中的前景又在哪里？5 月 21 日的智能硬
件产业资本高峰论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探讨。

“智能硬件的发展在于微创新，也就
是说在传感器端打造一个技术，使得人与
人、物与人、车与人、物与物之间能够互
联。”锋时互动联合创始人张硕表示，智能
硬件的首要就是实现人与人的连接。

然而，在一些人的眼里，智能依然是
“伪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的智能产品没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银杏谷投资总裁陈向明表示，
在很多智能领域，创业者解决和利用的
只是用户的新鲜感。“在开会时打开家中
的窗帘，试问一个忙于开会无暇顾及其
他的人还有时间去记得用手机里的 App
去打开家中的窗帘吗？”在论坛现场，陈
向明发问道。他坦言，对于智能硬件，解
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问题，应该是创业
者的出发点。

在论坛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总经理

赵晓光在谈及今后智能硬件的投资方向
时，描述最多的是视频和虚拟现实。赵晓
光认为，“VR只是一个过渡产品，未来AR
必将取代VR，虚拟的显示技术一定将取代
VR所带来的利用显示屏显示的技术。”

渠道是决定智能硬件销售数据的重
要因素之一。在 5 月 22 日举行的智能硬
件销售渠道高峰论坛上，Wish 品类招商
运营总监方芳表示，Wish 关注移动端的
战略和大数据的应用，95%的销售来自大
数据处理。而颐高集团董事长翁南道则
称自己更重视线下销售，“未来，我们将与
更多的地产合作，打造颐高电子商务产业
园，对智能硬件产品进行线下的集中展
示，解决用户的体验问题、售后问题，以及
仓储物流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杨汉水 王菁 陈路漫
实习生 张宇璐

智博会摆开多场高峰论坛智博会摆开多场高峰论坛

创业路上共享心得共谋发展

2016年绍兴市科技活动周广场科普宣传
咨询活动日前在绍兴市区城市广场举行，现
场展示的各种新科技、新产品，受到了众多市
民的欢迎。

作为今年绍兴市科技活动周一项重要内
容，绍兴市发改委、卫计委、气象局、安监局、
质监局、环保局等单位，开展了粮食储藏、健
康科普、优生常识、气象服务、安全生产、能
源计量、环保监测等方面知识的宣传和咨
询。市林业局、农科院、蔬菜站在宣传蔬菜种
植技术的同时，向市民分发了一批蔬菜新品
种种子。卫生系统的专家们为市民进行现场

义诊，解答医学疑问。绍兴市科协、地震局、
知识产权局、越城区科技局及市科技创业中
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部门，倡导科技改变生
活的理念，宣传专利政策、科技创新创业政
策，普及地震知识、科普健康知识。来自绍兴
高新区、科技创业中心、滨海新区的医疗卫
生、动画影视、信息科技等 15 家高新技术企
业展示的无人机、三 D 打印机、空气净化器等
实物及现场演示，让广大市民真切地感受了
高新技术改变生活的成果。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绍科

绍兴：真切感受科技改变生活

5月16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展览与科普咨询”活动在
义乌绣湖广场举行，拉开了2016年义乌市科技活动周的序幕。

本次“科技展览与科普咨询”活动由义乌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
市科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各单位精心准备了展板、宣
传册、宣传海报等资料，针对义乌市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应急避险、
低碳节能、健康生活等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围绕自主创新
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应急救援等内容，开展现场
咨询、现场检测等活动。

科技活动周期间，还开展了研究所公众开放日、科技服务与对
接、防震减灾科普、3D打印技术现场咨询宣传、创业创新培训等一系
列活动。 应悦

义乌：举办科技展览与科普咨询

5月18日，安吉县2016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安吉生态广场
举行。

启动仪式上，2015 年度湖州市乡镇街道科协工作先进单位和
2015年度安吉县反邪教协会优秀会员受到表彰。

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大篷车、安吉县科协各学（协）会设摊服务、
摆放科普展板等形式，开展了科普宣传。与此同时，通过安吉县科协
网站，安吉科普微信、微博对活动情况及时进行呈现，形成网上网下
互动机制，加大了科普宣传力度，营造了良好的科普氛围。 朱月秋

安吉：线上线下营造良好科普氛围

杨汉水杨汉水 摄摄

在2016年科技活动周期间，台州市黄岩区组织省、市、区科技特
派员赴上垟乡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农业咨询服务点。眼下正值杨梅管理的关键
时期，该区组织农技专家举办了“东魁杨梅优质安全栽培技术讲
座”，对果农提出的技术难题给出了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

活动中，科技特派员还深入田头，到上垟乡蓝莓、覆盆子基地，
对产品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农户提供点对点服务。同
时，科技特派员还鼓励农户积极创新思路，探索发展网店、众筹等电
子商务模式，让纯天然的农产品走出大山，打开销路，实现致富。

此次送科技下乡活动，重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受
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潘兴强 通讯员 任晨红

黄岩：科技下乡服务群众

浙江大地劲吹“科技风”
——2016年科技（科普）活动周集萃

5月19日，奉化市科协联合市卫计
局、科技局、环保局、农林局等12家科普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裘村镇育才路开
展科普宣传活动，把奉化市2016年科技
周活动推向了高潮。据统计，近千人参
加了此次科普活动，分发科普宣传资料
3800多份。 徐亚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