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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信号，对于海拔 4700 米的西藏
阿里塔尔钦镇来说，不仅意味着跟外界的
联系，更是一道“平安符”。每到旅游旺
季，前往冈仁波齐的游客和本地居民非常
多，但是由于海拔高，人们在漫长的转山
路途中可能会遭遇到高原反应等危险。
一旦发生危险，只要有通信信号，就能联
系最近的派出所和医院予以施救。

在西藏阿里“神山”冈仁波齐脚下的
塔尔钦镇，有中国移动西藏分公司一个特
殊的营业厅。负责这个营业厅的是一对年
轻的夫妻，男的叫其美多吉，女的叫边巴
卓玛。这里有高寒多变的气候，从 10 月开
始到次年春天，只有风霜雨雪为伴，常住
人口少之又少。而其美多吉夫妇俩无论寒
来暑往，始终像移动的信号塔一样坚守荒
原，只为了心中那一份责任和使命。

沟通从心开始

“沟通从心开始”是中国移动的服务
宗旨，更是其美多吉夫妇工作的原则。

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前往
冈仁波齐神山旅游的各国游客众多。无
法用语言沟通，其美多吉夫妇就用手势、
用心用情跟他们沟通。

其美多吉至今仍记得几年前的一个
深夜，一位外国游客与家人走散来寻求帮
助的情景。

“当时我们已经睡下，突然听到紧急
的敲窗声，我以为是买充值卡的，就从窗
户把充值卡递了出去，他摇摇头。我想可
能是借电话的，就把电话递给他，他又摇
摇头。从他焦急的眼神中，我知道他肯定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其美回忆说。他毫
不犹豫地打开门，把游客迎了进来。边巴
卓玛也跟着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让
游客暖暖身子。

其美多吉找来了纸和笔，用画图的方
式跟这位外国游客沟通。当游客画出 3
个人的肖像，其中一个人与另外两个人方
向不同时，他们判断这位游客与同伴走散
了。

山高路远天黑，其美多吉决定带着外
国游客从转山逆时针方向寻找家人。刚
开始，外国游客不相信其美多吉，但是看
到其美多吉用心准备了手电筒、干粮等路
上用的物品，他才开始相信。就这样，其
美多吉带着这位游客走了六七个小时，终
于找到了他的家人。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神山脚下的
“移动夫妻营业厅”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当
地居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

为更方便跟外国游客沟通，其美多吉
自学了英语，目前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英
语。为更好地开展业务，文化程度不高的
其美多吉和边巴卓玛还自学了电脑。

常有游客专门找到移动营业厅和夫
妻俩拍照留念，并在留言本上记录下自己
的感受。一名北京游客写道：“塔尔钦营业
厅是神山脚下最美丽的建筑，营业厅的小
夫妻是神山最独特、最亮丽的风景⋯⋯”

服务永不关门

其美多吉、边巴卓玛夫妇俩的心中有
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做好服务。他们常年
睡在营业厅旁的小屋内，无论多晚，只要
轻轻敲一敲他们的窗户，顾客就能享受到
他们的服务。

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辽阔边远。
其美多吉有时候给一个村庄十几户人家
送上充值卡需要跑上一整天。

“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的服务就要
跟上。我们这里比较偏远，联系全靠电
话，要是没有通信服务，遇到雪灾等无法
跟政府取得联系，那可就是要出人命的事
情。”其美多吉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

2009 年 10 月 8 日，天空飘着小雪，其
美多吉顾不得妻子有病在身，像往常一
样，骑着摩托车为远在 45 公里之外的客
户送充值卡。然而，在返程途中，雪越下
越大，大风夹着雪不断地打在他的脸上，
摩托车却在这个时候抛锚了。他知道如
果在这里等待救援，有可能会被冻死，只
好一个人顶着寒风、冒着大雪，努力分辨
着方向，用尽全身力气推着摩托车缓缓地
向前挪动。

8 个多小时后，耳朵和手脚都不同程
度冻伤的其美多吉出现在家门口，焦急的
边巴卓玛急忙迎上去，一边帮丈夫拍打身
上的积雪，一边扶着他走进温暖的家。

巾帼不让须眉，边巴卓玛对工作的责
任感也让大家动容。得知公司人员紧张，
边巴卓玛自愿放弃了休产假，产后第三天
便忍着疼痛，悄悄坚持上岗。当公司领导
到营业厅看到边巴卓玛带着襁褓中的婴

儿为客户服务的时候，才知道她产后坚持
上岗的事情。领导关怀地责备其美多吉：

“这怎么行，让她休产假去。”边巴卓玛却
回答：“这里海拔高，其他人来了不习惯，
我们辛苦点没事，不能没有人服务。”

在塔尔钦，移动营业厅的灯总是关得
最晚的，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它为 24 小时
夫妻营业厅。

信号畅通辖区

其美多吉夫妇除负责营业厅日常事
务，还主动承担起基站的日常维护工作。

塔尔钦镇有 13 个基站，冬天刮大风
时，基站螺丝很容易被吹松，其美多吉每
个月都要进行例行维护。

去年大雪灾，离营业厅 20 多公里处
的一个基站有零件坏了。接到电话，其美
多吉二话没说就出门了。

刚一出门他就傻眼了，院子里已经积
了 1 米多厚的积雪，完全无法行走。迅速
清理完院子里的积雪，其美多吉就开上车
顺着乡政府刚清理出来仅能简单通行的
道路赶到基站所在的山脚下。基站近在咫
尺，但是厚厚的积雪又阻断了他的路。其
美多吉一边用铁锹清理一边慢慢前进，短
短几百米他走了一个多小时。卸下基站坏
了的零件时，其美多吉已精疲力竭。在海拔
5000多米的这里，他需要把几十斤重的零
件从雪地里搬运到停车的地方，除了费劲
儿，还得小心周围狼等动物的出没。

“大雪天出门非常危险，但是一想到
住在这里的人需要通信，我就有劲儿了。”
其美多吉凭着这股责任心完成了一次又
一次难以完成的任务。

直到现在，塔尔钦镇也依然没有稳定
可靠的电源。为保证基站用电和信号畅
通，其美多吉夫妇只能在夜里用发电机发
电。其美多吉的手机上有 3 次闹钟提醒，
每天凌晨一点，其美多吉需要起床给柴油
发电机加油发电，三四点的时候还需要再
加一次，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
当其美多吉外出的时候，加油发电的任务
就落在了边巴卓玛的身上。冬夜里即使
屋外没有一个人，边巴卓玛也得出门给发
电机加油，责任和使命让她忘却了害怕。

寒来暑往，夫妻俩就像天使一样守护
着通信信号，守护着身为国企员工的责任
和荣誉。

守护世界屋脊通信信号的天使
——记中国移动西藏分公司其美多吉、边巴卓玛夫妇

本报记者 代 玲

2015 年，来自深圳的一款名为阿尔法
的消费级人形机器人火了。这款机器人一
代产品全身拥有 16 个关节，二代产品全身
关节将增至 20 个，可轻松完成舞蹈、拳击、
形体表演等多种复杂动作。阿尔法采用国
际领先的可自动感知身体平衡状态的传感
器，拥有稳定的重心感知度，在同类产品大
都采用滚动式前行方式时，已实现了灵活
直立行走。

这款机器人由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为推出细分市场的消
费级人形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周剑先后投
入 5000 万元，耗时 5 年，研发出人形机
器人最核心的部件——伺服舵机，成功将
国际上售价超过 10 万元的同类产品价位
降至数千元。目前，其推出的全球首款消
费级人形机器人阿尔法一代已远销日本、
韩国、英国等地，预计今年销售额将达
1 亿元。

初期研发拼尽全力

“未来是智能家居的时代，与人互动的
服务型机器人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谈
及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初衷，周剑说，2008
年开始筹备研发时，他们就定位在消费级
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希望能做出人人都买
得起的机器人。

周剑回忆说，当时的机器人比较贵，在
日本和韩国，40 至 50 厘米大小的机器人
售价要几万元，而且没有做到商业化消费
品的级别；而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市
场还是一块处女地，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经过调研，他决定研制属于中国的人形机
器人。周剑曾在香港、深圳等地成功创办
多家企业，拥有几千万元的固定资产和每
年上千万元的利润。为研发人形机器人，
他拿出自己的积蓄，组建专家团队，成立了
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

要让普通家庭买得起机器人，产品价
格必须降下来，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掌握人
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研发和生
产。打开消费市场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让
普通消费者在使用机器人时能够实现自我
编程。当时国外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虽然可
以表演节目，但只限于开发者已经嵌入的

内容。为此，优必选通过研发，推出了一种
3D 可视化的编程软件，消费者通过在手机
或 PC 屏幕上的简单操作，就能编写喜欢
的舞蹈或动作，降低了使用者的操作门槛。

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为
实现“降成本、降操作门槛”的目标，周剑和
团队埋头苦干、历经艰辛。“现在回头看，各
种困难都不是困难，但起初什么都是问
题。”周剑说，研发初期遇到各种技术瓶颈
和难关，最可怕的是没有尽头的资金投
入。他先期投入的 2000 万元资金很快花
光，不得已靠变卖股份、豪宅、爱车等筹集
资金。

2012 年，优必选推出有 16 个关节自
由度的人形机器人阿尔法一代。这个能说
话、能跳舞、能打拳击、能踢足球的机器人
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各大展会上的明星。
在 2012 年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上，阿尔法机器人赢得观众和客户的喜爱，

海内外客户也纷纷签下意向订单。
可好景不长，2013 年，优必选的机器

人研发再遇资金窘境。由于公司尚未盈
利，周剑的个人房产和积蓄也全部投入公
司，资金链断裂危机再次出现。“当时，我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投
资路演。没想到上台介绍短短几分钟，台
下就有人表达他们的投资意向。”周剑说，
这次路演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获
得了 2000 万元的天使投资。今年 3 月，优
必选再次获得 2000万美元的投资。

让机器人实现智能手机功能

目前，国内从事机器人生产研发的人
很多，但专门发展人形机器人且取得技术
突破的较少。以深圳为例，《2014 年度深
圳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4 年
深圳机器人企业已达 237 家，其中服务机
器人仅 45 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更是凤毛麟

角。
对此，周剑表示，人形机器人有更多较

难突破的技术难关，也正因这一细分领域
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优必选迎难而上，成为
全球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发展的唯一
一家企业。如今，优必选成为拥有近 30 项
国家专利，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专注于
人形智能机器人商业化的先行者。周剑希
望优必选在今年年底完成股改，争取明年
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人形服务机器人领域
的上市企业。

周剑说，“让每一个普通家庭拥有能
说、能行走，可以互动的智能机器人是我的
梦想”。但周剑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硬件制
造，他正在积极整合资源，希望打造“硬
件+软件+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生
态，并提前布局人形机器人的互联网应用。

“我们把机器人产品的价格定在几千
元，就是要在前期铺开消费量。只有硬件
铺到一定数量，才能谈到软件应用，才能
把整个产业生态打造好。”周剑指出，未
来最好的发展模式就是硬件、软件和服务
的整合。优必选将于年内推出的阿尔法二
代人形机器人就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新尝
试，将真正商业化量产、有 20 个关节自
由度、能够形成互联网生态，具有教育、
健康看护、陪护聊天、天气预报等服务功
能 ， 只 要 在 应 用 商 店 下 载 各 种 APP 程
序，连接互联网就能与消费者进行互动，
无限拓展其功能。

“智能机器人在未来也能成为像智能
手机一样的平台。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人
形机器人的成本降下来，先把硬件普及到
家庭，再寻找更多开发者一起合作，不断吸
引优秀的应用程序加入进来，把平台搭建
好，把整个生态系统建设好。”周剑称。

周剑对我国服务型人形机器人的未来
发展也充满信心。他表示，我国在工业机器
人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但在
服务型机器人领域差距并不大，甚至在某些
方面还走在国际前列，加上我国庞大的市场
支持，这一领域将成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
的一大机会。他希望在人形机器人行业能
够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行业政策和规范标
准，更好地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

让普通家庭也能用上智能机器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吴永秀是土生土长的东
风渠人，个子不高，清弱干
练，性情直率，不拘小节。她
从这条承担着四川省成都市
城市用水调节和防洪等多项
重要功能的水渠里，40 年间
救起了 24 条鲜活的生命。
这位“救人女侠”深知表面平
静却暗流涌动的水渠危机四
伏，她不仅自己救人，还拉着
水性好的街坊邻居组成了

“义务阻泳队”，人们称她为
“救水 110”。“大家觉得我救
人比较专业，就给我取了这
个名字。17 岁第一次救人，
是一种本能，现在我感到这
是一种责任。”吴永秀说。

吴 永 秀 清 楚 地 记 得
1975 年的那个冬日。“那天
早晨 7 点多，天黑雾大。我
刚出门就听到有人喊救命。
跑到渠边，只见一个男士穿
着厚厚的棉衣，在水面上拼
命挣扎，我马上跳河救人。”
那是她第一次救人，瘦小的
她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拼尽全
力托起溺水的男子，交给岸
边等待的人。

上岸后，吴永秀回家换
好衣服，小跑了 8 公里赶去
学校，根本没拿救人当回事儿。可 17 岁少女不畏危
险下河救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天下午放学回家，吴
家矮小的平房里站满了人。“有人告诉我，我救起了
当地地质勘探队的一名队员，为表示感谢，他们送了
我三斤糖票和两个笔记本。第二天，锦旗就寄到了
学校。”回忆当时的情景，吴永秀十分自豪。

此后的几十年间，只要她家附近有落水者，人们
呼救时总会带上一句：“快点去喊吴大姐。”

“救人那么多次，唯独没有把两位年轻女孩子救
起来，成为我这辈子的遗憾。”吴永秀告诉记者，
2004 年夏天，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靠着轮胎作为救
生工具从水渠上游漂流而下。然而，一个浪头打过
来，两个女孩没有抓稳，从轮胎上滑入渠里。

当时，吴永秀距离二人落水的地点有 50 米。“我
听到喊声就冲出了门，拼命往她们落水的地方跑。
在距离大概两三米的地方，我看着两人高高举起的
手慢慢沉下去。”尽管吴永秀跳入水中，但搜救一圈
后，一无所获。“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如果我再早一点
听到喊声⋯⋯”说着说着，吴永秀哽咽了。也正是经
过了这件事，吴永秀萌生了建立“义务阻泳队”的想
法，既要救人，也要劝阻下东风渠游泳的人。

2004 年，在吴永秀的组织下，东风渠义务阻泳
队成立了。每年夏天是东风渠溺水事件高发期，吴
永秀就带着阻泳队的成员在东风渠边巡逻，劝阻人
们不要下渠游泳。在阻泳队成立的第一天，就有 30
多名在东风渠游泳的孩子被劝离。这些年来，阻泳
队的力量逐渐壮大，队员增加到 20多名。

几十年来，吴永秀见证了东风渠从开挖到三次
扩建的全过程。“东风渠边救人的英雄多了去了，把
大家的爱心集结起来，能够办好更多事情。”2012 年
3 月初，吴永秀和成华区文明办等单位一起倡导成
立了“吴大姐爱心互助会”。

“做一次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吴永
秀的干儿子、“吴大姐爱心互助会”的负责人张小平
这样评价她。最近几年，张小平感觉干妈的动作明
显慢了不少，他意识到干妈老了。但不服老的干妈
告诉他，“碰上了我肯定还会跳下去救人，这就是我
的责任”。

东风渠边的

﹃
救人女侠

﹄

—
—记第五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吴永秀

本报记者

刘

畅

吴永秀(右)组建的“吴大姐爱心互助会”在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希望小学献爱心。

邓君昊摄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其美多吉（左）、边巴卓玛。 （资料图片）

▲ 优必选人形机

器人进行表演。

（企业供图）

◀ 优必选员工正

在检测其自主研发的人

形 机 器 人 阿 尔 法 一

代。 李小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