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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劳动观】

技术研发应追求“三重境

界”：第一重是解决问题；第二重

是预见需求；第三重即最高境

界，是让技术隐于无形，使人的

价值得以彰显。正如最好的灯

光设计，是让人感受不到灯的存

在，却沉浸于温暖明亮之中——

就像百年前电灯悄然取代油灯

那样。AI的本质并非取代人类，

而是解放人类。我们坚信，科技

终将让劳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梁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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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肖妮

让技术隐于无形 让劳动回归创造
港籍律师首次在
南沙任首席仲裁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张丁璞 彭婷）4 月 24 日，广州市南沙

区人社局自率先试点聘任港澳人士担任

仲裁员以来，历经五年探索实践，迎来全

新突破：港籍律师赵志鹏首次以首席仲

裁员身份成功审结一起涉多人劳动争议

案件。该案的圆满办结，不仅验证了南

沙区港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的专业能

力与法律素养，还标志着港澳同胞正以

更深程度和更广维度融入湾区法治建设

进程，为构建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

入新动能。

“第一次当主审，深感职责重大，既要

严格把控审理程序，精准适用法律条文，

又要兼顾双方诉求，生怕哪里考虑不周。

我内心一直在打鼓，但好在南沙的同事给

力，最终顺利结案。”赵志鹏在庭后分享体

会。

同为首批港澳仲裁员的谢嘉乐律师，

是本次案审的合议庭成员，他坦言：“在南

沙的工作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粤港两地

之间劳动法律实务的差异，受益匪浅。”

他们认为，港澳人士参与内地劳动争

议仲裁工作具有双重意义：既能促进三地

法律实务交流，消除认知差异；又能将内

地劳动争议化解经验带回香港，帮助港商

更好地了解南沙区法治环境的优越性，增

强投资信心。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出台吸引了众多港澳人士“北上”南

沙，进驻广东自贸试验区最大的片区——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鉴于粤港澳三地在

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争议处理机制方面

存在差别，南沙便率先“破冰”，成为全国

首个聘任港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的试

点地区。

2022 年《南沙方案》发布后，南沙区

人社局更创新建立“大湾区调解员+港澳

仲裁员”全流程参调参审模式，让港澳同

胞成为国家法律工作的执行者和监督

者。自此，南沙区的法治建设也驶入了

“快车道”。

近年来，南沙区人社局在深化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基础上，还不断扩大多

元解纷“朋友圈”。目前，南沙区已联合海

南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广东省佛山

市、东莞市、中山市等地，搭建起开放共享

的劳动争议仲裁区域合作平台，有效提升

了跨区域劳动争议化解质效。

据悉，当前，南沙共有10名港澳籍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员，年均参审劳动争议

100余件，不仅稳定了港澳人士在内地投

资创业就业的信心，更推动了粤港澳大湾

区劳动争议治理的一体化、规范化、法治

化进程。

港资企业镇泰（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得知南沙区聘任香港同胞参

与内地劳动争议仲裁倍感振奋，“这不仅

让港人在湾区法治建设中发挥专业价值，

更让我感受到‘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他

认为，港人通过在南沙参与司法实践，能

在处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兼顾香港商业

习惯与内地法规，使争议解决更高效、更

公正。

南沙区人社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

贯彻落实《南沙方案》，加强和完善相关工

作举措，助力港澳同胞更好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大局。

用数字技术赋能劳动价值

在中山某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车

间里，7000 台联网设备正将生产数据

实时传输至云端大屏。而在三年前，

这里的工人还需每日穿梭于轰鸣的

机器间，手工记录产量、排查故障。

“工人巡检一圈要两小时，数据还容

易出错。”该车间主任回忆道。2023

年，梁干超团队打造的“设备智联平

台”彻底改变了这种传统模式。他们

攻克了多品牌设备协议不兼容的难

题，让老旧机床也能“开口说话”。如

今，管理人员轻点鼠标，就能掌握每

台设备的运行状态、能耗曲线甚至故

障预兆。

这种创造性劳动不仅解放了生产

力，更重塑了劳动尊严。在古镇华艺

广场的智能展厅，梁干超指着 AR 虚

拟导购系统说：“以前营业员要背熟

上千款灯具参数，现在 AI 助手实时调

取数据，他们能更专注地服务客户。”

这种转变印证着他的理念：技术不该

替代人类，而应让劳动回归创造的本

质。

在中山市梁干超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的档案柜里，整齐码放着40

余项技术专利证书。从新冠疫情期间

紧急开发的“采集易”社区防疫系统，到

如今惠及10万村民的“乡村智理”积分

平台，每个项目都凝结着“问题导向”的

创新哲学。2020年初，目睹社区工作者

手工录入海量健康信息的梁干超，带领

团队72小时不眠不休，开发出全市首个

防疫数据自动归集系统。“那周喝了很

多杯咖啡，也熬了很多个夜晚。”梁干超

笑着比画，“但看到40万居民因此少跑

腿，值了。”

凌晨两点，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大

楼的第七层依旧亮着灯。广东省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山电信IT及业务支

持中心副总经理梁干超正与团队成员

调试新上线的“香小匠+DeepSeek”智能

客服系统。

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映照着梁干

超专注的面庞，键盘敲击声与窗外蝉

鸣交织成夏夜独有的韵律。“职工半夜

咨询的问题，现在 AI 能秒回，再不用

等三天。”他揉了揉发酸的眼角，语气

里透着欣慰。这是梁干超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今年落地的第 6 个数

字化项目，也是他深耕通信行业 22 年

的缩影。

“科技向善”一直是梁干超和他的

创新工作室团队不懈的追求。在此前

的横栏镇乡村治理中，通过梁干超发明

的“乡村智理”小程序，村民上传环境问

题照片可获积分兑换日用品。60 岁的

陈伯举着兑换的酱油笑道：“拍张垃圾

堆照片比赶集还划算！”而村委会主任

更看重后台的民情热力图：“哪个片区

纠纷多、哪些政策看不懂，数据看得清

清楚楚。”梁干超将这种模式概括为“用

数字画笔勾勒共治同心圆”。

这种“科技向善”的追求，在中山

市总工会上线“香小匠+DeepSeek”智

能客服的实践中展现得更为生动。记

者日前走进中山市总工会服务大厅看

到，智能客服机器人正用方言解答职

工咨询。这个能理解“打临工受伤怎

么办”等复杂问句的 AI 系统，承载着

梁干超团队对技术伦理的思考。“我们

给 AI 灌输了 3000 份劳动法规案例、

500 小时真实对话录音。”梁干超称，系

统还设智能问答、多轮对话等功能，大

幅缩短了职工等待时间，实现无论是

政策咨询、业务办理，还是纠纷调解等

问题，都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理解并给

出准确答案。

梁干超说：“该系统可以识别出职

工咨询的高频问题，帮助工会及时调整

工作重点和资源分配，并通过数据分析

预测可能出现的劳动关系风险，让工会

能够提前介入化解矛盾，从而维护职工

权益和社会稳定。”他表示，工作室日

后还将不断优化算法，加强数据挖掘和

分析，助力中山市总工会更精准地把握

职工需求，预测潜在风险，优化服务流

程。

在 AI 浪潮下，许多人都对 AI 取代

人类劳动敬而远之。梁干超却有着不

同的理解。他说：“科技必然服务于人

类的发展，提升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质

量。此前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中

山市三工联动职工服务中心一位社工

反映：纸质申请需要经历签字、盖章和

审核等多道流程，涉及多个部门的信息

和联系电话，在归档保存和审批流程方

面存在诸多不便。目前我们正在开发

相关系统，以实现审批流程的简化和可

视化。”

数字时代下的劳动美

■梁干超在“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中介绍自己的奋斗故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