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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铸 就 品 质 工 程
——记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李江锋

本报记者 周 琳

数据标注员：做人工智能的眼睛

□ 本报记者 徐 胥

求新求变焕发非遗活力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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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锋（左四）和创新工作室成员探讨项目设计图。

张 薇摄（中经视觉）

李江锋在现场指挥门机吊装作业。 秦文凤摄（中经视觉）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到先后在港珠

澳大桥工程等多个工程项目中担当重任，21

年来，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

师李江锋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他用自己的

坚韧和执着，诠释着一名工匠的初心与使命，

先后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

工 作 室 正 不 断 探 索 技 能 型 人 才 培 养 的 新

途径。

努力打牢基础

2001 年，21 岁的李江锋怀揣梦想从华北

工业学校毕业，进入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当了一名钳工，主要从事钢结构平面

划线、船机设备维护安装等工作。

师父怎么干，李江锋就怎么跟着学。他

从最基本的工具使用学起，面对黑乎乎、油腻

腻的零部件，即便是锯、锉、削、磨这样的基本

功，他也下决心要练出个门道来。手上起泡、

虎口渗血是家常便饭，但他毫无怨言。

3 年的学徒时间里，李江锋的双手布满褶

皱和老茧，但他收获了一门好手艺。锉、削、

磨、抛⋯⋯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李江锋逐

渐成了公司的技术能手。他的师傅王晓伟

常在众人面前夸奖他：“这小子有韧劲儿，是

个好苗子。”

李江锋并没有满足，而是开始认真学习

理论知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终究是门

外汉，必须要补齐短板”。他白天在机加工

车间实践操作，晚上学习相关知识，《钳工工

艺学》《机修钳工实操技能》等专业书籍早已

被他读得滚瓜烂熟。日复一日坚持学习，他

的知识库不断充实起来。

2003 年冬季，渤海湾海风刺骨，一艘桩

架高达 76 米的打桩船安静地停靠在新港码

头。李江锋在这里迎来了他入职后的首次

“大考”。

冬休期间，船机设备的维护工作至关重

要，这次，他要对直径 1 米、长度近 9 米的缸筒

进行检修保养。“因为天气太冷，呼出的气瞬

间在缸筒上结成了霜。”回忆起那段经历，李

江锋仍然记忆犹新。

“零下 10 摄氏度，还能干活吗？”李江锋

有口无心的抱怨被同组的陈机听见了。话

音刚落，年近 50 岁的陈机便钻进缸体亲自示

范。他手拿刮刀熟练地刮去缸体表面的划

痕，一口气完成整个作业面。当陈机吃力地

从缸筒内爬出来时，已是满头大汗，一身油

渍的他连腰都直不起来。这一场景深深地

印在李江锋的脑海里，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工

匠精神。

此后，凭借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实干作

风，李江锋顺利通过机电一体化专业考试，并

考取二级建造师证书。

成就出彩人生

从业以来，李江锋先后参与了一系列国

内外重点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成长

为团队中的技术骨干。

“就像每名运动员都有一个奥运梦，每一

名建设者也都有一个工程梦。”李江锋告诉

记者。

2011 年，李江锋迎来了人生中的首个超

级工程——港珠澳大桥项目。在港珠澳大桥

西人工岛建设中，项目团队引进 8 台液压振

动锤，用来同步振沉直径 22 米、重约 500 吨

的钢圆筒。当时，8 锤联动在世界上尚属首

次，李江锋的团队就负责这个大家伙的运

行。当振沉到第 30 个钢圆筒时，锤组中的一

个泵站因供油迟缓，影响了整体激振力，出

现“横振”现象。厂家提出应立即更换新

件，但新件需要进口，采购周期至少 15 天。

对于“当年动工、当年成岛”的施工目标

来说，15 天无疑耽搁太久。

“咱们可以试试自行维修换向阀。”李江

锋此话一出，大家纷纷投来质疑的目光，毕竟

这将是一次冒险的尝试。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凭借多年的经验，

李江锋主动拿起焊枪，带头冲进试验车间，一

遍遍修复，一遍遍测量，手稳、眼亮、心细，一

场长达 10 个小时的微米级精细“手术”在车间

上演。最终测量结果显示，设备表面光洁度

达到标准，满足使用要求。作为经验丰富的

厂商代表，时任上海振力工程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的杨运福向他竖起大拇指：“你

这样的人才，我真想挖过来！”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长达 5.6 公里、重

约 8 万吨的沉管隧道是世界首条深埋沉管隧

道和最长公路沉管隧道，如何让沉管在深达

42 米的海底平稳落位，成为项目团队亟需攻

克的一道难题。为保障沉管顺利安装，在缺

少技术参考的情况下，李江锋毅然承担起制

造抛石夯平船的重任，他带领团队经过长时

间实验论证和技术改造，将理论构想转化为

现实，成功制造出抛石夯平船，最终以设备

“零故障”的水平完成海底沉管隧道基础抛石

夯平工作。

“大湾区是我的第二故乡。”李江锋将全

部身心投入大湾区建设的最前沿，先后参与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工程的施工任务，

荣获“港珠澳大桥优秀建设者”“港珠澳大桥

岛隧工匠”等荣誉。他常说：“干一行就要爱

一行。只要有理想、肯坚持，产业工人也能登

上更加广阔的舞台。”

培养更多人才

“我要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分

享给更多人，培养出更多的技能人才。”李江

锋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智慧

是无穷的。为培养出一支精通业务、创新钻

研的技能人才队伍，为职工搭建成才平台，

2013 年 5 月，以李江锋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

室”正式挂牌成立，围绕提质增效、技术改造、

节能环保等主题确立课题，并将成果应用在

生产施工中，收获良好成效，而李江锋也因此

成为职工眼中的“创新大拿”。

李江锋带徒弟有一套自己的方式。他从

不简单地手把手教，而是指出关键点，让徒弟

们自己去琢磨、领悟。“别看我们是钳工车工，

其实都是工匠。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匠’字，

要钻研、要琢磨、要创新，永不放弃。”在李江

锋的培养下，徒弟们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独

当一面，坚守在企业最需要的地方。

1988 年出生的周凯是李江锋的弟子，虽

然师徒二人相处时间不算长，但周凯身上那

股不服输的劲儿打动了李江锋。“在他身上我

总 能 看 到 自 己 年 轻 时 的 影 子 。”李 江 锋 说 。

2020 年，为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公司实行技能

人才向管理人才转型的战略，踏实勤奋的周

凯成为首批重点培养对象。

在工人岗位干了近 10 年的周凯没有太多

管理经验，转型谈何容易，遇到的困境让他情

绪低落。“当初我也认为自己没能力管理好团

队，但事实证明，凡事只要肯‘钻’，就一定能

成，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江锋

的 一 番 开 导 让 周 凯 重 新 思 考 自 己 的 人 生

追求。

经过不懈努力，周凯成为公司首个取得

一级建造师证书的技能工人。如今，他已成

功转型为一名优秀的安全管理人员。

截至目前，劳模创新工作室共组织各类

技术、技能培训近 67 次，培训人数达 1900 余

人次，培养技师及高级技师工程师、技能专家

等 60 余名，相关成果荣获中国交建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5 项、中国交建工法 2 项、一航局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 4 项，在《中国港湾建设》《机

械设计》等期刊上累计发表科技论文 97 篇，取

得专利 58 项。

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李江锋坚持不懈

为广大青年职工搭建技术、管理、创新的平

台。“我将努力培养出更多具有工匠精神、具

备专项技能的人才，为技能工人成长和企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李江锋说。

“我们就像人工智能（AI）的眼睛，带它看

世界，理解世界，快速成长。”重庆瑞铭安普科

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训练师吴宏羽这样描述

自己的工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工智能应用落地，人工智能训练师

这个职业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2020 年

2 月，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新职业被纳入国家

职业分类目录。2021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

规范愈加清晰，折射出人工智能行业蓬勃发

展的强劲势头，也更加坚定了我从事这份工

作的信心。”吴宏羽说。

找到工作价值

2016 年，从重庆工商大学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毕业的吴宏羽进入一家银行工作，不久

后辞职去支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重

庆奉节县政府正与百度共同建设人工智能数

据标注基地，就选择加入其中，成为一名数据

标注员。“此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数据标

注员这个职业。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职业

还有一个名字叫人工智能训练师，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因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吴宏羽说。

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指使用智能训练软

件，在人工智能产品使用过程中进行数据库

管理、算法参数设置、人机交互设计、性能测

试跟踪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员，包括数据标

注员和人工智能算法测序员两个工种。

刚接触这个职业时，从操作系统到工作

流程，吴宏羽需要一点一滴从头学起。打开

电脑，根据人工智能项目提供的各种场景图

片，按要求对图片拉框、调整细节、标注不同

类型要素，完成初步的数据标注。听上去简

单，但因为对数据精细度的要求较高，有时候

一张图片需重复操作数次。

在不断学习中，吴宏羽逐渐加深了对这

份工作的理解，“人工智能就像刚出生的婴

儿，什么都不懂，数据标注员要像老师一样一

步步教它们认识、识别物品，把图片、语音、文

本、视频等原始数据标注成人工智能可以理

解的结构化语言”。通过反复练习，她的标注

准确率不断提升，数据质量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智能音箱、语音助手、

网络客服、人脸识别等产品的背后，都有人工

智能训练师的身影。“看到人工智能产品越来

越聪明，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舒适，我

找到了工作的价值所在。”吴宏羽说。

提高专业水平

行业的快速发展让吴宏羽感到惊喜。随

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与各行各业融合，数据

标注基础服务需求量持续增长。仅一年的

时间，吴宏羽所在的数据标注基地就培育孵

化专业数据标注企业 10 多家，容纳了 500 多

名数据标注师。“我们公司业务量也越来越

大，从去年的 20 多人发展到目前近 70 人，高

学历员工占比越来越高。”吴宏羽说。

让吴宏羽更高兴的是，在通过自己的努

力推动智能产品更新迭代的同时，也见证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我标注的自动驾

驶项目最初大多是 2D 平面图片，适用于一些

简单的户外路面识别系统，此后拓展到 3D 立

体图像，更加贴合实际驾驶场景，再演变为

2D 与 3D 融合标注，有的还包括手势采集，以

便智能系统更好识别理解驾驶员或者数字人

的动作。”吴宏羽说，“从人工智能项目数据标

注的变化，能感受到我国无人驾驶技术的不

断飞跃，我觉得挺酷的。”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吴宏羽如今已成为

一名审核质检员，负责审核其他数据标注

员的工作。但在她看来，这份工作依然

充满挑战，要持之以恒地学习。“数据标

注员需要了解不同应用行业的背景知

识 ，根 据 不 同 项 目 特 点 做 出 不 同 标

注。同时，由于每次操作的工具平台

都由项目方决定，基本不同，因此，数

据标注员要熟悉各个标注平台的操作

方法，不断学习新的标注规则。”吴宏

羽说。

尽管目前行业需求旺盛，但吴宏

羽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职业危机感。“人

工智能培训师职业门槛不高、可替代性

强，从业者需要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水

平，增强竞争力。”吴宏羽说。为此，她

规划了未来职业发展路线。一方面，了

解更多人工智能行业的前沿趋势，掌握

语义分割、文本标注等更多技能；另一方

面，努力从标注师成长为培训师，为有志从

事这个行业的人提供培训、指导服务。

“身边一些朋友了解我的工作后，也选择

投身其中，这让我很开心。”吴宏羽说，希望未

来会有更多人认可并加入人工智能培训师职

业中。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九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关注焦点之一。非遗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

传承的生动见证。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非遗，对于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具 有 重 要

意义。

近年来，面对生产生活

方式的新变化，许多非遗项

目存续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正是由于非遗传承人涵养时

代精神，守正创新、活态传

承，才得以让古老的非遗焕

发出新活力。

但也要看到，非遗传承

还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有

的非遗传统技艺创新不足，

有的非遗技艺后继乏人。这

就需要非遗传承人承担起非

遗延续与发展的重任，不忘

初心、坚守匠心，深入挖掘文

化内涵，在非遗传承与保护

中 找 到 与 现 代 生 活 的 连 接

点，融入美学艺术、科技应用

等新元素，不断创新求变，让

收藏在博物馆、散落在民间

的非遗项目动起来、活起来、

火起来。

当前，随着传统文化受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非遗+景区、非遗+研学、非

遗+文创等“非遗+”模式在

各地方兴未艾。非遗传承人要抓住这个机遇，积极

掌握更多的非遗知识和技能，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

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各种融媒体平台推广传

播非遗文化，探索更多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路径，

讲好非遗精彩故事，展现其当代价值。

非遗源于生产生活，也必将归于生产生活。非

遗的传承和保护仅仅依靠少数人是不够的，期待在

非遗传承人的大力传播下，吸引更多人了解非遗、喜

爱非遗、保护非遗，形成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

承的生动局面，共同守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吴宏羽在进行数据标注练习。

陈大兴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