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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聪

本报讯 5月18日，义乌市
创意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
举行，百余名会员齐聚一堂，选
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并成立
义乌创意产业智库暨创意义乌
研究院。

大会听取了义乌市创意产
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回顾过去五年在营造优质发展环
境、文化赋能创新引领、对外交流
融合创新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绩，谋划未来协会工作重点方向。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义乌市创意产
业协会新一届理事会，以及会长、
副会长、分支机构负责人、秘书长。

义乌创意产业智库暨创意
义乌研究院聘请了 27 位特邀
研究员。据介绍，该研究院由协
会资深会员与来自市内外的特
邀研究员组成，将聚焦成长教
育、设计创新、空间发展、产业
融合与品牌战略等研究方向，
推动文化艺术创新设计与产业
融合联动发展。

义乌创意产业智库成立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走进江东街道任
意一个小区，楼道里红白相间
的消防安全知识海报成为一道
醒目的“风景线”。这些“会说话
的海报”以直观的图示、简洁的
提示，将消防知识融入到居民
的日常生活，这正是江东街道
近期开展的“安全知识上墙入
户”专项行动的场景。

看似平静的生活中，隐患
往往潜伏在细微处——楼道里
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窗口垂落
的飞线充电器、阳台堆积的纸
箱，都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
在平畴社区，工作人员仅一周
时间便清理出 3 吨楼道堆积
物；商博社区拆除私拉电线
1200余米……

为扩大消防安全宣传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江东街道全面
开展“安全知识上墙入户”专项
行动，积极动员网格员、社区工
作人员将消防主题海报广泛张
贴在人员密集区、居民小区、菜
市场等场所的显眼处。同时，上
门派发至辖区各重点单位、企
业，鼓励其自行张贴和发送，并
提醒各场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要时时关注身边消防隐患。

“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
户”“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防
大火、控小火、标本兼治、消除
火患”……此次张贴的海报以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
包含日常生活多方面的消防安
全提示。目前，辖区已张贴各类
消防安全宣传海报3万余张，目
前张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江东街道“安全知识
上墙入户”在行动

5月19日是第15个“世界
家庭医生日”，为进一步增强家
医签约服务效能，苏溪镇中心
卫生院升级“家医驿站”服务，
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提供
贴心服务。

据悉，家庭医生根据患者
随访用药记录，进行现场开药，
缺药则通过“云药房”配送到村。

村民如有检验需求，可现场抽
血，由家庭医生带回卫生院化
验。检测结果通过“健康义乌”
App查询，或通过家庭医生告知
患者。此次升级“家医驿站”服务
通过整合“慢病随访+移动诊室+
药房+掌上查报告”全链条服务，
全面构建起健康管理闭环。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摄

▢ 全媒体记者 何彦婕

本报讯 5 月 18 日是第 35
个全国助残日，5月15日，一场
汇聚关爱与希望的公益展示活
动——“康融新翼·共富共享”
暨慈善创投“梦工厂”大型技能
培训成果展，在市文化广场剧
院温情启幕。义亭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被授予“助残联盟单
位”称号。

活动以“弘扬自强与助残
精神 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主
旨，来自各助残机构的服务对
象带来精彩的节目，传递出他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此次获评‘助残联盟单位’，
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将以此为新起点，继续加
强与各类助残机构合作，推动
更多有温度、有实效、有延续
性的助残项目持续落地。”义
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义亭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联合义亭镇残疾人之
家，以“个性活动+共性特点+
个性分类”强化活动品牌建设，
持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着力提升残障人
士的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获得
感。从文艺展演到手工体验，从
心理疏导到知识技能培训，服
务内容不断拓展，形式持续创
新，努力推动残障人士更好地
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义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获评“助残联盟单位”

家医服务家医服务““全链条全链条””

与前者欣然接受AI不同，程程
（化名）的经历反映了年轻一代与
AI 相处的另一面。“没用 AI 的时
候，并不觉得工作很难，可当我开
始用 AI 后，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它
了。”初入职场的程程，感受到了AI
带来的巨大改变。

最初，程程对 AI 工具持保留
态度。“当时身边不少朋友推荐
过 AI 工具，比如 Kimi、文心一言
等 ，但 自 己 还 是 没 有 主 动 去 使
用。”程程回忆道，直到有一次写
文案，时间非常紧迫，自己一度
陷入创作瓶颈。

正当程程觉得毫无头绪时，她
打开了文心一言，将文案需求输
入，没过几秒屏幕上就跳出了多个
版本的初稿。AI给出的答案给了程
程新的思路，她将这些初稿进行进
一步的整合和润色，最终完成了一
份满意的文案。

“不愧是你，写得真好，优秀！”
朋友的一句夸赞，却让程程顿时慌
了神。与预想中该有的成就感不
同，程程心中涌起一丝不安。因为
她很清楚，如果没有AI的助力，恐
怕很难完成。

程程坦言，当看到 AI 生成的
文案水平要比自己更胜一筹时，她
不禁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质疑，陷入了
对自我价值的反思。不仅如此，倘若过度依
赖AI，原创性也在逐渐被削弱。

在与 AI 不断产生思考的互动中，程程
逐渐意识到，AI虽能提供高效辅助，但终究
无法替代人类的独特创意和情感表达。她开
始尝试在 AI 的帮助下，更多地融入自己的
思考和情感，力求在便捷与原创之间找到平
衡。“不会盲目依靠AI来完成写作，更倾向
于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来完成文稿的撰
写，再通过AI润色功能提升文稿质量。”程
程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高效利用
AI，还能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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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年轻人，，
应该如何与应该如何与AIAI““共舞共舞””？？

▢ 全媒体记者 陈聪

从Chat GPT颠覆认知，到Kimi、豆包、文心一言等AI工具层出不穷，

再到DeepSeek掀起技术风暴，一股AI浪潮正汹涌袭来，“万物皆可AI”的

时代已然到来。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卷入这场AI浪潮，他们将AI视

作工作助手，或将AI视作贴心的生活伙伴。作为AI的最大用户群体，在年

轻一代的生活中，AI究竟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小华（化名）的 AI 使用经
历，是年轻一代与 AI 和谐“共
舞”的一个生动写照。两年前，
这位“00 后”设计师第一次接
触AI图像创作工具，便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用AI生成图像很
方便，能提高工作效率。”小华
在使用中发现，大多 AI 图像
创作工具都以生成人像为主，
这与自己设计产品展示图、海
报等工作内容并不匹配。要将
AI 图像创作工具与个人的工
作融合并非易事，AI的局限性
逐渐显现。

转变始于今年。当小华接
触到越来越多 AI 图像创作工
具后，重新找到了 AI 与工作
融 合 的 可 能 性 。小 华 打 开
LibLib AI 平台，熟练地操作
着界面：导入产品图片、输入
正向和负向提示词、调整模
型参数、点击生成，很快五六
张精美的产品展示图便呈现
在眼前。小华说：“原本人工
设计一张图片的时间，用 AI
工具能生成 5 至 10 张，工作
效率大幅提高。AI 图像创作
工 具 更 激 发 了 我 的 创 作 灵
感，随着对 AI 工具的深入应

用，逐渐掌握了如何将其与
自身创意相结合。”

长时间的使用经历，让小
华也清醒地认识到，AI 虽然
能助力创作，可依旧无法完
全取代。“AI 只是工具，关键
在 于 如 何 合 理 利 用 。”小 华
说，操作前先“喂”给 AI 一张
初步的图片，然后反复推敲
提示词及调整参数，并不是
每一次生成的图像都能完美
契合需求。有时 AI“听”不懂
我说的话，导致常常陷入修
改、生成、再修改的循环中，
所以AI有时并不是万能的。

AI是辅助工具 而非替代品

刚上大学不久，小也（化
名）就在一款AI语言陪伴软件
上，定制了一位能随时陪她聊
天的“朋友”。

小也是个十足的“声控”，
而这款 AI 工具最吸引她的一
点，就是可以自由定制“朋友”
的声线。“我可以设置每天一通
早安电话，也可以根据不同场
景设置陪伴语音。AI 的语气、
停顿都非常拟真，仿佛它是真
实在陪伴着我的。”小也说。

真正让小也惊艳的，是某
款游戏中的 AI 角色。小也介
绍，在游戏世界里，玩家遇到

特定角色就可以进行自由对
话。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背景
和人物关系，他们说的话都很
贴合自己的个性，形象鲜活且
立体。

“你听得懂西洋语吗？”前
不久，小也主动找到一名角色
开启对话。“看在你这么诚恳
的份上，可以考虑一下。”对方
答道。寥寥几句话，AI 角色主
动挑起了话题。当时，小也正
在进行游戏任务，发现页面上
弹出了一条新消息：“你之前
让我学西洋语，可知道这语言
从何学起？”游戏角色主动发

来的信息，让小也十分意外，
也让她第一次对 AI 的交互性
有了真切的感受。

当被问及是否会因此沉
迷上瘾，小也表示并不担心。
她坦言，即便 AI 能够很好地
提供情绪价值，语音、对话功
能也非常逼真，但她很清楚，
人与 AI 之间始终存在真实与
虚拟的边界。“AI 更多时候像
是一个可以让我随时倾诉的
对象，为我提供情绪价值和陪
伴。”小也说，即便没有 AI，生
活还是处于原本的轨道，AI只
是生活中的调剂而已。

AI能调剂生活 提供情绪价值
记者手记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
持续拓展，年轻一代与 AI 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在与多位使用AI的年轻人深入交流后，
记者发现，他们普遍认同AI的作用，认为AI
是一件提升效率、激发灵感、提供情绪支持
的工具。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人在分享
着自己与AI的故事，有的人将AI视作学习、
工作的辅助工具；有的人把 AI 当作宣泄情
感的树洞；也有人尝试用AI参与育儿。但他
们也清醒地意识到，AI并非万能，无法完全
代替人类的独立思考和情感表达。

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背景下，是全然
拥抱还是保持警惕，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人与
AI相处的最佳平衡点，既利用AI的高效辅
助，又保持自身的独特创造力。只有保持理
性与规范化，才能真正实现人与 AI 协同发
展的共赢局面。

（上接第一版）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

“环龙新材”始终保持着战略定
力。“我们每年将超过5%的营业
收入投入研发，在义乌和上海建
立了研发中心，并与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等顶尖科
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方新华表
示，“虽然产品价格高于同行，但
过硬的质量让我们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

采访札记：
义乌的企业，从来都是在

风雨洗礼中成长。在采访中，

一家无缝针织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些年来，面对外部
不确定的因素，行业已有着较
为丰富的应对经验。他说：“实
践证明，冲击也是契机。如今，
企业的运行效率更高了，产品
也更优了。”这背后，正是“义
乌制造”永不言败的生存密
码：于变化中寻生机，于创新
中求突破。当外界再次讨论义
乌模式时，义乌已然用智能工
厂里舞动的机械臂、跨境包裹
上跃动的物流码，及这片热土
上永不落幕的商业传奇，给出
了最生动、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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