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美国大片《速度与激情 7》中
出现的一套让想要搜索的人或事物无所
遁形的“天眼”系统，激起了人们探索机器
人视觉的渴望。那么，冰冷的机器人究竟
能否像人类一样看懂这个多彩的世界？

“天眼”系统距离现实还有多远？
10 秒内在百万人的区域内定位某特

定个体，智能分析预判犯罪概率⋯⋯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留美归国博士陈
宁的一项名为“深目”的研发成果，以
视觉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与处理器
设计技术为核心，给监控设备装上了智
慧的“大脑”，让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

“天眼”系统变成现实。

打造中国“芯”

陈宁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电子工
程博士，曾设计我国首套矢量处理器指令
集，实现了全球最强单核处理能力，并提
供了基于 4G-LTE 的无人机高清视频传
输的惟一商用化芯片解决方案。

十多年前，陈宁告别母校上海交通大
学，拖着 2 个大旅行箱，揣着几百美金和
一份全额奖学金通知书，开始了留美生
涯。

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就读期间，陈宁为
解决正交频分复用系统致命的功耗问题，
废寝忘食，通过海量的推算和仿真来验证
吃饭、洗澡甚至睡梦中迸发的各种创新思
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研究成果
最终荣获佐治亚理工学院年度研究生科
研大会第一名。

毕业后，陈宁收到摩托罗拉/飞思卡
尔半导体的邀请，在那里开始了对第四代
移动通信系统（4G）标准的研究，并参与
定义 OFDM 作为 4G 的传输机制。通过昼
夜奋战，他快速完成了从局部算法工程师
到公司 4G 标准首席代表的角色转变，并
掌握了核心处理器设计的全流程。陈宁
那些年的积累转换成近 30 项已授权国际
专利和 10 多项审理中专利申请。值得一
提的是，他的近 30 项授权国际专利中，已
有 13项被美国苹果公司收购。

海外的华人工程师都有一个梦想：有
朝一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推出一款
在国际市场独领风骚的中国产品。陈宁
也不例外。因此，虽远在异国他乡，陈宁
却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发展。

2009 年，陈宁应邀来到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为期 48 小时的访问。
挤满年轻人的深圳高新科技园区让他看
到了在美国硅谷都很难看到的蓬勃朝
气。在这种活力的感染下，陈宁决定加盟
中兴，担任 IC技术总监。

长期以来，芯片设计中最核心的技术
——处理器设计几乎被国外企业垄断，我
国芯片设计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尴尬。

陈宁的“中国梦”就是设计一系列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矢量处理器，从指
令集定义到架构设计，实现国有处理器零
的突破，为中国企业产品提供差异化竞争
优势。为实现这个梦想，他招募美国研发
中心专家，遍访国内高校挑选优秀毕业
生，组建了一支由中美等 6 地专家、骨干
组成的研发团队。

陈宁的激情感染着团队的每一位成
员，大家目标一致，全力奋战，集中攻关。
很快，团队就提交近百个国内、国际专利
申请，完成核心处理器及应用芯片从指令
集、架构设计到测试验证的全流程专利布
局。2011 年，中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基
于软件定义无线电的 4G-LTE 终端芯片，
并进入商用阶段。2014 年，他们又实现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芯片的量产商用。陈
宁因此先后入选“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
家、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深圳市“孔
雀计划”A 类人才等。

陈宁并未止步于此，他看到了另一片
蓝海——视觉智能与机器学习处理器。

跨界创新

陈宁的好搭档田第鸿，也是“千人计
划”引进的国家特聘专家。2 人同是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是多年好
友，陈宁是处理器领域专家，田第鸿则是
视觉智能领域专家。双方曾因各自的技
术方向和专业不同争论了十多年。“当时，
我认为处理器芯片设计是电子信息行业
发展的重要领域，他却认为视觉计算更为
重要。”陈宁说，正是这场持续十余年的

“辩论”成为他们创业的种子。
在大数据时代，电子信息行业的核

心已逐步向数据挖掘演进。虽然美国在

视觉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上已先行一
步，视觉智能从算法到产品的鸿沟却还
没有突破。陈宁坦言，如果能和田第鸿
联合，以 2 人之力进行视觉计算和新型
处理器芯片设计的跨界创新，就有机会
解决这一问题。陈宁介绍说，“全世界在
人工智能领域基本都是刚起步，在设计
应用上，中国与国际水平差距不大，并
且，国内的市场前景以及发展空间是其
他国家无法媲美的”。2013 年，意识到
人工智能发展的“春天”将要到来，2 人
谋划创立公司。2014 年 8 月，陈宁离开
中兴，创办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
司，全力攻克视觉智能。

经过一年的研究设计，陈宁和团队将
第一代视觉智能系统“深目”推向安防市
场，很快以精准度和效率值获得公安系统
的认可。快速记录人员信息，进行生物特
征、行为、事件的实时分析和智能预判，最
后根据事件进展进行反应与决策，这套

“深目”人脸识别智能系统，目前已在深圳
市龙岗区公安系统试点。

“原来的监控是事前不知道，事后又
找不到。这种新的视觉智能设备却能自
动分析报警。”陈宁介绍说，在龙岗区上线
的首套“深目”系统帮一个大型商超建立
了智慧商超子系统，上线首周就有 20 次
有效报警，“商场把惯偷数据录入系统后，
这些惯偷再次来到商超系统就会自动报
警。第一次，2 名惯偷再次偷盗被当场捉
住；第二周，又有七八名惯偷来；一个月
后，就没有惯偷再来了”。

让机器“读懂”世界

云天励飞的核心产品是视觉智能系
统，包括前端的视觉智能芯片和云端的
视频大数据平台。视觉智能芯片是机器
人或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技术。“简单说，
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陈宁说，利用
前端视觉芯片解决实时视频、图像分析
的问题，通过云端大数据分析，解决智
能化决策问题。

陈宁说，在大数据中，有 85%以上是
视频图像数据，体量最大也最难处理。像

人类一样，机器人采集和处理信息总量的
80%以上将通过视觉系统来完成，这也是
云天励飞团队聚焦视觉智能的原因。他
们希望通过视觉智能赋予计算机一双慧
眼、让冰冷的机器“看懂”世界，让人类社
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

陈宁认为，视觉智能目前最大的应用
市场是“平安城市”建设。我国已建设的
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 6000 万个，并以每
年不低于 20%的速度增长。而全球每年
新增智能手机高达 2.4 亿部，相当于每年
新增 2.4 亿个摄像头。但目前平安城市的
建设模式仍依赖于摄像设备、网络和存储
设备等硬件升级，主要应用手段为视频的
记录与事后人工查找，离“平安城市”的智
能化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以现有技术，我们能处理的大数据
只限于诸如电话号码、身份证等文本信
息。”而陈宁要做的，是从海量的图像、视
频数据中快速发掘高价值的信息，使图像
和视频搜索像在百度和谷歌中搜索文本
一样简单，也就是让机器“看懂”世界。这
是一个国际芯片巨头尚未涉足的领域。

“视觉智能技术发展已经接近大规模
应用的临界点。事实上，‘天眼’的部分
功能已可以实现，如为平安社区提供的
基于人脸识别的‘IF 社区’系统。”陈宁
称，视觉智能系统的重点在于应用场景
和人机交互机制的设计。视觉智能系统
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的眼和脑从繁琐
但又规律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可以
更高效地决策。

陈宁介绍说，如能将一个城市所有
社区的视频数据共享在统一的大数据平
台上，这个城市的犯罪分子就会无处隐
藏，我们就能构建一个拥有“天眼”的

“平安城市”。“为每个摄像头装上‘IF 处
理器’，让它‘看懂’世界并进行深度学
习，通过后台的‘IF 视频大数据平台’
总结预判决策。未来，每个城市将有几
万名‘电子警察’不间断监督城市的运
作，并且跨城协作，成就名副其实的平
安社会。”陈宁这样描述安装了视觉智能
处理器之后的“平安城市”。

“创业无非是一批有能力、又志同道
合的伙伴一起来追逐一个梦想。有了这
样一支具备超强执行力的团队，任何困难
都可以迎刃而解。”陈宁说。

陈宁认为，技术创新的关键是人才。
人工智能芯片是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的
跨界创新，因此所需要的人才也必须是互
补的和跨界的。

在人才引进方面，陈宁也有更长远的
打算。他告诉记者，公司计划从海外引入
更多“最强大脑”，携手打造“最强机器
脑”。“人才不但要引进来，留下来，还要让
他们走出去。”他说，对人才而言，除了具
备先进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外，更要具备国
际化视野、创新精神和不断学习的能力，

“不要把人才禁锢在一个地方，要让他们
走出去，以人才为桥梁，让最新的思想和
技术源源不断流进来”。

由于技术的创新性和成功的市场探
索，云天励飞先后入选国务院侨办“重点
华侨华人创业团队”、广东省“珠江人才计
划”团队和深圳市“孔雀计划”三料团队。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办者陈宁：

给城市配备“电子警察”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这位记者，你可要好好写一写她呀。”
“能干事、心肠好，看不得别人受穷！”“不容
易，赚的是一分一分的辛苦钱，帮助别人时
却一点不含糊。”⋯⋯5 月 24 日，在新疆察
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迁节”庆祝活动现
场，看到《经济日报》记者在采访伊淑梅，与
她相熟的各族群众迅速围拢过来，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着她。朴实的话语中，透着对
她的认可和称赞。

人如其名，48 岁的伊淑梅喜欢梅花的
品格，“朴素、执著，在数九寒冬里还能绽
放，我觉得这就是美”。“低调、坚毅、不服
输，就像梅花，倘若盛开，也不张扬。”多年
的好友和合作伙伴日恰提这样评价她。

察布查尔是锡伯语，意为粮仓。在伊
淑梅从小生活的堆齐牛录乡，村民有养殖
奶牛的传统。然而，有一段时间，因为市场
行情不好，大家都不愿意再养牛。那时，伊
淑梅正经营着已经开了 22 年的小型超市，

因为人实在，价格也实在，生意一直很好。
“虽然收入稳定，但我一直想改变自己，想
再去创业。”在打理超市之余，伊淑梅总在
琢磨：“从小喝到大的老乡家的牛奶可是好
东西，走进市场一定会受欢迎。”

2007 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伊淑梅“决
心要改变自己”。当年 3 月，这位倔强、精
干的锡伯族妇女用开超市的积蓄，成立一
个牛奶收购点。其实，那时的行情不是很
好，伊淑梅的家人、朋友都劝她再等一等。

“的确不是最好的时机，但看到村民为
牛奶苦恼，心里想反正都要创业，何不在乡
亲们最难最需要的时候伸把手呢？”伊淑梅
当时这样考虑。

创业初期，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有
时一天要收购 20 吨奶，晚上只睡 4 个小
时。有两次，她推着两轮车送牛奶，走着
走着力气跟不上了，车子失去了平衡，牛
奶洒了一地。还有一次突然停电，她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鲜奶变质，最后不得不含泪
倒掉。

艰辛的创业路上，伊淑梅没有忘记乡
亲们。哈萨克族青年尼加提从小家境贫
寒，2001 年父亲去世后家里更是雪上加
霜。伊淑梅对他的生活照顾有加，生意稍
有起色，就为尼加提买了 2 头奶牛，让他们
一家有了稳定的收入。在奶价最低的时
候，为让各族村民少受损失，伊淑梅拿出全
部积蓄，始终以高于市场价 0.1 元到 0.2 元
的价格收购牛奶。

经过不懈努力，她与生意伙伴合作创
办的为农养牛专业合作社和伊九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各类奶制品在周边渐
渐有了名气，在察布查尔县和伊宁市广受
欢迎。

“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互相扶持，共
同创业。”伊淑梅的企业优先吸纳残疾人、
困难户，104 名员工、325 户供奶养殖户分

别来自哈萨克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和汉
族。“大家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伊淑
梅说，“其实，是我离不开各族乡亲们。你
看，哈萨克族老乡做的酸奶疙瘩口感就是
好，做奶皮子则是锡伯族群众比较擅长。
我们企业就是要发挥每个民族、每名员工
的长处，团结才是企业成长的法宝”。

在伊淑梅的影响下，她周围的人都有
一颗爱心。村民刘国良的儿子身患白血
病，企业员工和村民抢着捐款。伊淑梅的
小女儿佟树瑜得知同学的妈妈去世了，就
让伊淑梅每次买书本时都买两套，一套自
用，另一套送给那名同学。

淑质丹心，伊人如梅。接受记者采访
时，伊淑梅没有一句豪言壮语，说得最多的
是感恩。“各族乡亲们始终激励着我，我取
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和
帮助。”她说，“我只不过是在传递这种温
暖，传递爱的力量”。

5 月 14 日 23 时许，浙江省平湖市外来务工人员
胡浩强、陈庚在河边散步时，遇见一名女子跳河轻
生。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河中飞身一跃，抓住一浮一
沉的女子，将她托送到河边。女子得救了，他们却再
也没能上岸，生命定格在 5月 14日 23时 47分。

胡浩强、陈庚来自河南周口市沈丘县付井镇，
一个 20岁，一个 18岁。

听到孩子遇难的消息，胡浩强的母亲王秀兰不
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突然就这么走了。事发当晚，
她还刚刚和儿子通过电话，浩强的音容宛在眼前，
还是那个长得白净、招人喜欢的“小白娃”。

父亲胡国红说，胡浩强很懂事，为让学习成绩
较好的哥哥胡俊啸继续求学、深造，他辍学打工，
挣钱供哥哥上学。

哥哥胡俊啸目前是北京一所高校的硕士研究
生，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年他突然收到的新手机，那
是弟弟浩强用自己打工的钱买来的。“你在大城市
上学，新手机功能好，给同学传个资料啥的方便，
咱不能太寒酸了。”弟弟的话仿佛还回响在俊啸的
耳边。

“你看，这就是俺儿子陈庚，现在长高了、也
胖了，1 米 8 的个儿。”5 月 25 日，陈殿乾、赵凤丽
夫妇端详着陈庚的中学毕业照，泪水在眼中打转。

“妈，这钱你存着，说不定咱家到时能用得着
呢。”赵凤丽回忆，去年底，陈庚回家时把自己的
第一笔收入 1 万多元全部交给妈妈保存。她觉得，
儿子懂事了，目送儿子远行的她总算放下了心。

“弟弟是个爱美的人，衣服都干干净净的。”陈
庚的姐姐陈娇娇说，她还时常调侃他“臭美”。而
如今，陈庚的遗物就摆放在那里：一个电吹风、一
块手表、一只行李箱，加上一些简单的衣服。陈娇
娇睹物思人，悲痛不已。

刚刚成年的胡浩强、陈庚是两家人的精神支
柱。在两个家庭里，漂亮的两层楼房刚建好，宽敞
明亮、干净整洁，这是给他们结婚准备的。如今，
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阳
光、上进、善良与勇气，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
的美好。

“他是为了救人牺牲的，俺为这个孩子感到骄
傲！”陈殿乾说。胡俊啸作出了这样的承诺：“作为
胡浩强的哥哥，我会把弟弟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传
递下去，不让弟弟失望！”

5月 17日，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派出所魏所长
把“见义勇为”确认书交给胡浩强、陈庚的母亲，
并向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你们的儿子是英雄，
我为你们的儿子骄傲”。

5 月 18 日、20 日，胡浩强、陈庚的遗体被送
回老家先后安葬。

5月 23日，共青团沈丘县委下发通知，追授胡
浩强、陈庚为“见义勇为好青年”。

网友“天涯”对两名小伙子作出了这样的评
价：“河南小伙真棒，你们是河南的英雄，中国的
英雄。”网友“用户 4590301664 竹子”则说道，
他们用青春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95 后小伙子用生命写就了无悔的青春，燃烧
了自己，点亮了别人。在他们向那湍流的河水中纵
身一跃时，或许没想到人生即将驶向终点；但可以
确定的是，他们在那一瞬间毫不犹豫、果断坚决的
姿态会永远定格在世间。他们的青春回荡在人们口
耳相传的岁月里，他们的生命升华在那无怨无悔的
付出中！

河南两个小伙子舍身营救轻生女子——

那一瞬，
想到的只是救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陈思睿

人物小传
陈宁是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曾

在美国飞思维卡尔带领团队设计

第四代移动通信多模终端基带芯

片，并作为首席代表参与4G-LTE

国际标准制定。回国后，他创办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目

前，公司开发的第一代基于人脸

识别和大数据的视觉智能系统已

经在深圳市龙岗区和深港口岸试

点成功，率先实现了百万人流中

任意个体的秒级定位。

新疆锡伯族妇女伊淑梅创办了由多民族兄弟姐妹组成的企业——

创业路上传递爱的力量
本报记者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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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云南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紫牛村肖天龙

（左）在试验田里观察试种果木情况。

紫牛村位于东川区北部的一个山沟里，肖天龙

是村委会主任。他凭借在外经营果木花卉的经验，回

乡发展，大力引进果木种植。紫牛村水资源非常有

限，他投入几百万元积蓄，攻坚克难，带领村民成功

引进水源。“我们打算再开辟出 6000 亩的荒山，带领

村民致富。”肖天龙说。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返乡种果木 领村民致富

▲ 陈宁（立）

向同事介绍视觉智

能系统“深目”的应

用。 (资料图片)

◀ 陈宁（右）

和搭档田第鸿在留

学期间合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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