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陈 鑫/口述
本报记者 赵 莲
通讯员 朱 索/整理

我叫陈鑫，是四川省泸州市综合应急救
援支队通信保障室副主任。

2022 年 ， 我 刚 加 入 应 急 救 援 队 伍 没 多
久，就参加了纳溪山火扑救。当时，我们操
作无人机，发现了火情，定位了火点，但基
站断电，没有信号。侦察的画面传不回指挥
部，我们不得不在大山里跋涉，每爬上一座
山头就拿出手机看一看有没有信号。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也让我们认识到
通信保障工作的重要性。

从那年起，泸州市应急管理局先后装备
多台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多模卫
星便携站、背负式自组网等通信设备，救援
和通信设备日新月异。

然而，在实战中，我们又发现，各类通
信设备来自不同厂家，数据格式不同。比
如，中型复合翼无人机由于飞行平台不同、
网络协议不通等原因，飞行画面不能直接传
回后方指挥部，导致这些先进的通信设备无
法发挥其最大性能。

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经验可借鉴，我们
就逐个测试摸索，努力把各个网系的数据汇
聚到一个系统中，最终解决了不同厂家生产
设备的兼容性问题。

“三断”（断路、断电、断通信） 是灾害
救 援 的 盲 点 、 难 点 、 痛 点 。 2023 年 7 月 27

日，四川省古蔺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
气，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因电力系统瘫痪，
通信中断，古蔺县成为一座“孤岛”，恢复
通信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我们赶到现场后，立即测试通信信号，
将搜索到的微弱信号放到最大，利用

“MESH 宽带自组网基站+通信
车 会 议 系 统 + 卫 星 便 携
站”，打通前后方实时通
信链路。

随后，我们在大
雨 滂 沱 中 寻 找 最 佳
通 信 保 障 点 ： 城 边
山坡上的一栋高楼
内 同 时 符 合 通 电 、
通网两大通信保障
必 备 条 件 。 在 这 里
架设起通信体系后，
我操作无人机在受灾
最严重的滨河路和周边
山村记录灾情画面，为救
援队伍提供前方道路垮塌以及
群众被困、受灾等信息。

泸州市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地
带，长江、沱江交汇于此，河流纵横交错。
这 里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1%， 森 林 火 险 等 级
高；南部为典型喀斯特地貌，山洪、泥石流
等灾害频发。2024 年，泸州市启动“防汛减
灾一张图”建设，对全市 96条河流、26个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进行全景图采集，对重

点危化企业、非煤矿山进行二维正射、三维
实景建模，共采集并制成 23000 张 VR 全景
图，标注山洪沟、地灾点、重点森林防火点
等近 3000 个风险点位置。

当 时 ， 我 从 全 景 图 拍 摄 选 点 、 拍 摄 技
巧、飞行技巧等方面，为乡镇的无人机操作

人员进行讲解，并协助他们进行实
操，在完成全景图拍摄工作的同

时 ， 也 提 升 了 他 们 的 巡 飞 能
力。

“防汛减灾一张图”很
快就发挥了作用。2024 年
初，泸州南部山区某地发
生 山 火 。 收 到 乡 镇 传 来
的火情点信息，我立即
将 坐 标 导 入 “ 防 汛 减 灾
一张图”系统，林区地形
地貌、居民撤离路线、最

近取水点等信息立即显示出
来。

利 用 前 期 采 集 的 避 险 路
线，我们通过强呼系统向受威胁区

域群众发送定向预警短信。结合地形地
貌，我们分析火源可能向西部蔓延，指挥部
一边组织群众撤离，一边组织在西部山脊开
辟隔离带，最终扑灭山火。

未来，我将和我的团队一起，不断攻坚
“三断”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信难题。在我
看来，科技不是冰冷的，用好技术装备是为
了让每个生命都能被看见、被守护。

■刘琼子/口述
管小勇/整理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住在郊外的小明被
蚊子叮得睡不着觉。他烦躁地起身，用拍子
驱赶，但是总有一些‘漏网之鱼’。于是，他在
床的四周点燃了好几盘蚊香，然后倒头大睡，
不料半夜突然被浓烟呛醒了……”

我叫刘琼子，是江西省上
饶市玉山县消防救援大队
副大队长，也是 2024 年
度“全国消防十佳科普
讲解员”。

开 篇 的 故 事 ，
是我在江西新华在
线 发 起 的 “ 消 防
科 普 公 益 小 课
堂 ” 上 讲 给 孩 子
们的故事。作为这
一活动的发起者和
主 讲 人 ， 我 走 上 科
普 宣 讲 之 路 的 原 因 ，
还得从十多年前发生的
一起亡人火灾说起。

2012 年冬天的一天，在辖

区的一场火灾中，一家四口失去了生命。进
入火场调查时，我设想着：假如经营性场所
与住宿区分开，假如住所内有逃生窗口，假
如人们具备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或许悲
剧就不会发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更多
人知晓消防安全常识，掌握消防安全基本技
能。

“火灾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
燃烧所造成的灾害……”一开始，在

辖 区 某 企 业 开 展 消 防 科 普 工 作
时，他们似乎提不起兴趣。我

感 到 有 种 难 以 言 说 的 挫 败
感，一度想放弃。

后来，我尝试着找到
自己的风格，并尝试去做
一些科普小实验。

做 烟 雾 实 验 时 ， 我
利 用 塑 料 片 制 作 建 筑 模
型 ， 再 现 浓 烟 流 动 的 过
程，让受众直观认识“烟

囱效应”，积极学习火场逃
生知识。

为确保宣讲的知识的准确
性，除了翻阅书籍等资料外，我还

经常请教队内专家，反复斟酌讲稿的结

构、内容和案例。
工作之余，我也喜欢看 《朗读者》《超

级演说家》 等电视节目。节目中，每个嘉宾
分享故事时都带着真情实感，能引起观众的
共鸣。我也从中受到启发：消防科普要有能
打动人的内容。

因此，我尝试将一些典型火灾案例编成
故事，再辅以生动的语言，用情感引导受众
进入火灾情境，引起受众共鸣。

如今，每次科普宣讲开始之前，我都提
前与去宣讲的单位、对象进行沟通，了解他
们的需求，再针对性备课。

“看不懂没关系，我读给你听。”针对老
人，我会降低语速、提高嗓门，尽量用方言
和他们唠家常、话安全。时间久了，我成了
他们的“邻家大闺女”。

截至目前，我已主持线上消防科普故事
会 15 场，吸引超过 10 万名网友观看互动。

“没想到消防科普这样有意思，这样的故事
会应该多开几场。”不少读者给我发来私信。

今年，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建立启发式
教学基地，我担任负责人和主讲人。我希望
有更多基层消防宣传员和我一起讲好防火故
事，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良好的消防安
全行为习惯。

2025年

5月30日人物责任编辑：张佳佳 版式设计：王 超 电话：（010）64463084

■黄 鑫/口述
本报记者 严小娟/整理

我叫黄鑫，是江苏省南通市应急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

最近，在南通市的粉尘涉爆企业，企业
人员佩戴一副“AI 眼镜”，便可对现场的重
大事故隐患进行自动识别、分析、判定，同
步回传反馈结论，并及时预警。

自 2013 年起，我就一直在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一线工作，至今已主导、指导办理行
政执法案件 1200 余件。在多年实践中我发
现，与面广量大的企业相比，监管执法力量
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以南通市为例，全市共有 1200 余名监
管人员，但工贸企业却有 25000 余家。一方
面，监管人员“跑不过来”；另一方面，执
法人员频繁上门，也会给企业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困扰。

能否利用科技手段，开展“零接触”式
监管执法，同时让监管更精准、高效？

自 2023 年 7 月以来，以南通市被应急管
理部列为全国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首批试点
地 区 为 契 机 ， 我 牵 头 探 索 建 设 了 以

“AI 眼镜”为核心的“应急管理
无感式监管系统”，依托可
视 化 通 信 、 大 数 据 模 型 、
语 音 识 别 处 理 等 技 术 ，
实施“零接触”、广覆
盖执法检查。

企 业 人 员 戴 上
“AI 眼镜”后，可看
到执法人员出示的执
法证件，其现场看到
的生产场景也能通过
摄 像 头 第 一 时 间 回 传
给执法人员……凭借这
副“AI 眼镜”，多方交互
实时执法、远程取证、线上
问询、电子送达等多项功能得以

实现。执法人员可以远程完成执法亮证、调
查询问、远程勘验、文书传输签收等工作。

设备还有自动对焦功能，我们无论是查
看远处的设备设施还是近处的台账资料，都
确保画面清晰，可以识别关键证据材料。

“ 不 用 面 对 面 ， 也 能 帮 助 企 业 查 缺 补
漏。企业工作人员以第一视角面对问题，对
风险隐患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南通新宙邦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这番话，让我推
动研发应用的底气和动力也更足了。

从 2023 年到 2024 年，我们累计对 75 家
生产经营单位实施了非现场执法。统计数据
显示，与常规执法检查相比，运用“AI 眼
镜”执法办案，平均每起案件办理时间减少
5 天，公务用车、差旅住宿等财政支出总计
下降约 30%。

该项目先后被列为智慧应急“星火计
划”部地联建项目、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智
能精准执法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科技计划
子课题等。同时，“具备亮证功能的一体式
AI 眼镜”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即将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同步推进的“应急管理无
感式监管系统”即将获批软件著作权。

经深度技术攻坚，今年，我们将
在市本级常态化应用的基础上，

定制采购 210 套“AI 眼镜”，
在 南 通 市 各 县 （市 、 区）

全面推广运用。
同时，我们将持续

拓 展 “AI 眼 镜 ” 的 功
能，如新增“电子书
记员”功能，实时将
监管人员的语音转为
文 字 ， 辅 助 文 书 制
作 ； 对 接 入 链 Deep-
Seek 及 “ 久 安 ” 大 模

型 ， 为 现 场 检 查 提 供 即
时 、 有 价 值 的 参 考 信 息

等；继续拓展“AI 眼镜”的
隐患智能识别功能。

2025年5月30日是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矢志创新发展 建设科技强国”。

在应急管理领域，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本报特选取5位人物，讲述他们通过科研、科普、主导

开发或运用智慧应急系统和装备，为应急管理事业贡献力量的故事。

■曲 哲/口述
本报记者 张佳佳/整理

我叫曲哲，是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
所研究员，近期正开展建筑结构监测与震后
快速评估方面的研究。

飞 机 从 附 近 飞 过 、 轨 道 交 通 从 地 下 穿
过、列车穿楼而过……这些都会给建筑结构
带来振动。即使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但其
实振动无处不在。

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用智能手表就能监
测人的心率、运动轨迹等数据。同理，如果
通过一些传感器监测房屋结构的振动，在发
生地震后，除了可提供地震的震级、距离等
地震参数的预警外，还能进一步在震后应急
场景进行地震烈度预警。通俗地说，就是告
诉人们自己所处的建筑晃动幅度有多大，是
否需要疏散逃生。而“地震后我的房子破没
破坏、安不安全”恰恰是人们最关心的。

近年来，很多城市的高层建筑、超高层
建筑越来越多。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即使
是遇到小震和远震，很多人还是会惊慌地下
楼避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城市人员和
房屋密集，也会给震后应急和城市管理带来
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次生灾害。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
见》 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都提到要打造韧性城市。

我认为，在提高城市抗
震韧性方面，结构监测是
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
也 是 我 在 建 筑 结 构 减
震和隔震技术、非结构
构件的地震损伤与控
制方面研究的延续。

“ 我 们 的 研 究 是
从地震现场来的。”我
经常对学生这样说。

2013 年四川芦山地
震 、2015 年 尼 泊 尔 地 震 、
2022 年四川泸定地震、2023
年土耳其地震……我走过了很
多地震现场，虽然环境艰苦，但做科
研要坚持“眼见为实”。除了科考和参与震后
灾害快速评估，我也发现了很多现实问题。

2013 年 4 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我发
现很多建筑虽主体没有倒塌，但其内部非承
重墙、吊顶、灯具、设备等发生了严重破坏。
比如，当时距离 2013 年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
时间，但很多学校的教室因非结构构件的破
坏不能确保安全，学生们只能在帐篷里上课。

发现这方面问题后，我开始深入研究地
震对建筑非结构构件的影响，而建筑隔震技
术的应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地震对非

结构构件的破坏。虽然从研究到落
地的过程中既要攻克技术难题，

又 要 克 服 一 些 非 技 术 因 素 ，
但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如

果 能 带 来 社 会 效 益 ， 即
使压力再大，也值得探
索和坚持。

我在非结构构件方
面 的 研 究 一 开 始 很 多
人不理解，认为“没有按
照以往思路来”，如今经
历几年甚至十年时间的

积累，有一些成果，也逐渐
被接纳和认可。这也给了

我在结构监测领域进一步探
索的信心和勇气。
更何况，发现问题，用自己掌握

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绘画、
运动、设计等，都能给我动力。平时，我也喜
欢做地震科普，策划了《震振震——房子为什
么摇晃》地震科普绘本，激发孩子们对地震的
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而如果遇到一些科普人
员传递了错误的地震安全知识，我会客观地
指出问题，并在平时尽可能传播更多正确的
安全知识，引导人们理性地思考问题。我认
为，科普工作者更要培养“求真”的态度，要对
所讲内容进行反复求证，让科普知识更科学、
准确、实用。

■孙 妍/口述
黄 伟/整理

我是山东省莒南县应急管理局宣传教育
科负责人孙妍。

“暴雨下，别犯傻，预警信号仔细查。
低洼地带别久留，转移就往高处爬……”考
虑到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
普遍爱刷短视频，对 AI 生成视频也比较感
兴趣，在临近汛期的时候，我们以 《暴雨来
了怎么办？》 为主题，利用 AI 生成科普宣传
短视频。视频中，卡通形象的小人儿拿着小
喇叭，用童声讲顺口溜，背景是 AI 生成的
闪电暴雨等动态场景。

莒南县地处鲁东南，年均降水量超 800
毫米，汛期易发生内涝。我曾联合莒南县应
急管理局减灾救灾科的同事，对全县 16 个
镇街防灾减灾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很多农村
老人看不懂安全知识宣传手册，很多留守儿
童不关注防溺水常识，不少村民不知道暴雨
灾害如何应对。

我的手机相册里至今留存着 2020 年 8 月

14 日莒南县一个村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时拍
下的现场照片。当时，村民们显得手足无
措，这一场景让我至今难忘。

然而，在教人们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时，
发应急科普“小册子”不仅传播范围有限，
也容易陷入“年年讲、年年忘”的困境。

在第 17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前，
我经常对着电脑屏幕，对 AI 生成的防灾减
灾动画进一步剪辑。

我 们 希 望 借 助 “ 短 视 频 应 急 科 普 课
堂”，让传统防灾减灾知识从“小册子”走
向“生活圈”。在科普宣传活动中，我们也
会发放一些卡通形象钥匙扣，让大家对应急
科普宣传更感兴趣。

一开始，由于对 AI 的应用不熟练，利
用其生成的短视频和我们预想的差距很大。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下决心要学好
这项技术。因为平时工作忙，回到家还要辅
导孩子做功课，我就利用孩子休息后的时
间，上网查找各种视频教程加强学习。

有了 《暴雨来了怎么办？》 科普短视频
的初次尝试，我们对于办好“短视频应急科
普课堂”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的思路。

现在，我们正与莒南县辖区各个剧团的
老艺人进行联系和沟通，希望把弦子戏等非
遗曲艺形式、地方方言与应急科普短视频相
融合，将常见的安全隐患用群众更熟悉的方
式呈现出来，并引导大家主动发现和消除这
些安全隐患。

在我看来，借助 AI 生成技术，是为了
让群众对应急科普产生更大兴趣，更加重视
身边的安全问题，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和灾
害隐患，从而确保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让技术创新和应用成为破题让技术创新和应用成为破题““金钥匙金钥匙””

曲哲：坚持“求真”和“眼见为实”

陈鑫：不断攻坚“三断”条件下通信难题

孙妍：借助AI生成技术
办好“短视频应急科普课堂”

黄鑫：探索利用“AI眼镜”
开展“零接触”式监管执法

刘琼子：用实验和真实案例讲好防火故事
我尝试将一些典型火灾案例编成故事，再辅以生动的语言，用情感引导受众进入火灾情境，引起受众共鸣。

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带来社会效益，即使压力再大，也值得探索和坚持。

科技不是冰冷的，用好技术装备是为了让每个生命都能被看见、被守护。

借助AI生成技术，是为了让群众对应急科普产生更大兴趣，更加重视身边的
安全问题，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和灾害隐患。

企业工作人员以第一视角面对问题，对风险隐患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