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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崔岩：

抢抓人工智能机遇 赋能红色文化传承

20252025全国两会全国两会
·前瞻·

开学第一课！国家卓越工程师激励青年技能报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

粤仁宣）当“超级工程”遇见青年力量，会

迸发怎样的时代火花？2月26日，由广东

省委人才办指导，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港大讲堂”第18讲举

办，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苏权科、深中通

道总工程师宋神友两位“国家卓越工程

师”同台开讲，展现两大超级工程背后的

“中国智慧”，激励青年人才技能报国，也

为技工、职业院校学生上好2025 学年“开

学第一课”。

活动主会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人才港，中山、肇庆设置分会场。省人

社厅等单位负责人，中科院广州能源所、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代表，清华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师

生，省轻工、省国防、广州工贸等技工院校

师生代表共计超500人参与现场活动，35.2

万人通过线上直播同步观看。

作为新时代国家战略工程的标杆，港

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在建设过程中创造

了多个世界纪录，港珠澳大桥120年的设

计使用寿命标准更是刷新了国际同行业

的高度。这些“超级工程”的背后，蕴含着

大国工匠精益求精的技艺和无可撼动的

精神力量。

“港珠澳大桥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

作建设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集成了

三地制度优势，用世界眼光谋划、高品质

建设的重大项目成果。”苏权科教授以大

桥建设的四大核心理念为切入点，在大

讲堂分享了工程技术、材料装备、寿命保

障、运营管理、绿色环保等核心技术突破

的艰辛历程和非凡成就。他直言，一桥

飞架，天堑变通途，这项横跨三地的超级

工程将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完

成了当时国外同行都认为中国工程师完

不成的一件事情。”

深中通道总工程师宋神友则带来了

深中通道的“智慧建造”革命，他以详实数

据展现深中通道如何依托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技术领跑的硬实力。比如，全球首例

超宽钢壳混凝土沉管预制技术将深中通

道工期缩短 40%，2.4 万个施工节点通过

“云端工程大脑”实现零事故管控。“从‘建

造’到‘智造’，我们正在书写中国工程的

新范式。”

互动环节中，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青

年教师代表提出问题：“在高校教育中，除

了专业技能，学生还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才

能成为未来工程领域的‘大国工匠’？”两

位总工程师以亲身经历回应：“工匠精神

不是口号，而是执着，是坚持。”苏权科特

别提到，一个重大项目创新成果的背后，

是一个团队、一个群体，甚至是几代人接

续奋斗的结果。

现场掌声频频，分会场互动更掀起热

潮。一名中山分会场的学子留言：“原来

‘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青年工程师的

星辰大海！”

作为全国技能人才高地，广东正以

“硬核”数据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

脊梁”：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2093万，高

技能人才占比达 36.7%；产教评技能生态

链覆盖170条重点产业链；世界技能大赛

金牌数连续三届领跑全国……“从‘广东

制造’到‘广东智造’，需要更多青年将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战略。”省人社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悉，“人才港大讲堂”今年将聚焦人

工智能、数字人等前沿领域，邀请顶尖专

家解码产业趋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

水平人才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当前，人工智能浪潮正席卷全球，成

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

心力量。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五邑大

学中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四维时代创

始人兼董事长崔岩，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深耕三维数字化领域。他带领团队参与

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院、港珠澳大桥、龙

门石窟、世博会中国馆等1000多个重要项

目的三维数字化建设，将人工智能技术与

文化传承、公共安全、司法等深度融合，以

实际行动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以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

2014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崔岩与

三位伙伴回国创立了四维时代。近年来，

他主持研发的微米级三维数字化精细扫

描技术，多次成功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

三维数字化建设。自2020年起，崔岩带领

团队肩负起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

重任，聚焦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保护。

在崔岩看来，红色基因库的数字化保

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精确度要求极高的

工作。为了打破对进口设备的依赖，崔岩

一手抓研发、一手赶进度，带领团队解决

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为革命遗址遗迹

和革命文物提供了一种高效率、高精度的

精细化数字化采集方案，为红色基因库的

保护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户外数字化拍摄绝非易事。每次项

目启动，团队成员便需离家数日，面临时

间紧迫、任务繁重、拍摄条件艰苦等多重

挑战。项目启动之初，团队需要背负沉重

的装备，包括十几斤重的水、食物以及测

绘设备，徒步行走几公里。为了不断提升

数字化采集的效率和精度，崔岩还与团队

经常进行设备测试，确保每一次采集都能

达到最佳效果。

经过不懈的努力，崔岩带领团队在短

短三年内完成了300多家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纪念馆的三维数字化档案建设，

以科技的力量赋能红色文化传承。

此外，崔岩还积极投身于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运用数字孪生技术为16个

省市和120多个市县的1万多个地上文物

进行了精细化的数据采集和还原，为文物

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到更多领域

自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

崔岩始终秉持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两年时间里，撰写提交了十几件高质量

的建议。

基于对行业的深入洞察，崔岩聚焦文

物和文化保护工作，提交了《关于加快推

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成果的推广

与应用的建议》《关于以科技赋能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高质量开展的建议》等多份

相关建议，呼吁充分运用高精度数字孪生

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为不可移动文物的

数据采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他呼

吁推动红色基因库的数字化成果“走进”

中小学、高校，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年学生

的血脉之中。

在致力于文化传承的同时，崔岩始终

心系华侨权益保护工作。他深刻感受到

了国家对归国人才的深切关怀与高度重

视，并认识到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华侨

权益保护法的重要性。为此，崔岩与广大

海外侨胞、专家学者一起，多次呼吁并推

动华侨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

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崔岩领衔提

出《关于抓紧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议

案》。他提议将华侨身份的界定、户籍及

身份证管理以及华侨在国内的各项相关

权益作为立法的重点内容，旨在通过法律

手段为华侨群体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激励

更多海外人才投身祖国建设。

随着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技术崛起，崔岩认为，应充分利用第三轮

AI浪潮带来的机遇，为产业赋能。

在实地走访和调研中，崔岩发现实景

三维技术在帮助刑事勘查、物证管理等方

面的效果尤为突出。为此，近年来，他积

极推进先进技术与司法、公共安全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并因此形成了一份《关于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公检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计划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

围绕人工智能，今年两会，崔岩还准

备提交《关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公

共场所管理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我

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安全可控的建

议》等建议，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

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多领域得到

应用和发展。

■两位“国家卓越工程师”解码两大超级工程。 单位供图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崔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