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畅

6月9日上午，重庆市手工编织协
会交流展示中心人潮如织，游客围成一
个圈，正认真聆听一个人讲解她手中的
布锤。

讲解人名叫綦涛，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荣昌夏布代表性传承人，她手里
的布锤是重庆壹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壹秋堂”）生产的夏布养生锤。

这只夏布养生锤为何引起大家的
关注？

吸引游客的不只是这件产品的造
型，还有设计这件产品的“设计师”——
AI。这款养生锤是怎样由AI“设计师”
创作而成的？千年夏布在AI“设计师”
手中，还能诞生哪些充满奇思妙想的设
计？綦涛向记者讲述了她与AI的“合
作”经历。

让AI设计夏布产品

荣昌夏布起源于汉代，有着1000
多年历史。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唐朝时期，荣昌夏布“轻如蝉翼，薄如宣
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

2007年，綦涛开始学习夏布制作
技艺，并创建了壹秋堂。她在传承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时尚元素，开
发出夏布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共
1000多种，涵盖服饰、窗帘、屏风、团扇
等，一些产品还亮相上海世博会、纽约
时装周等国际舞台。

“最近几年，我们借助B站、抖音、小
红书等新媒体平台，让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了解了千年夏布的魅力，但目前夏布产品
设计创意方面还跟不上。”綦涛说。

随着ChatGPT、文心一言等AI工
具问世，綦涛想到，能否让AI来设计夏
布产品？

4月16日，作为四川美术学院的导

师，綦涛带着学生王艺雄到石柱县中益
乡夏布非遗工坊指导村民设计夏布产
品。让綦涛惊讶的是，这位学生居然在
几分钟时间内就设计出十余张产品
图。而通常情况下，一张产品图需要专
业设计团队花上1个多星期。

“綦老师，这些产品的设计师不是
我，是这个AI软件。”王艺雄拿出手机，
向她介绍一款AI绘画软件。使用这款
软件，只需输入关键词等指令，就能生
成相应的图片。綦涛当即决定用这款
AI软件来设计新的夏布产品。

4000件AI版养生锤迅速售空

回到家后，綦涛迫不及待打开软件
学习如何使用。“围巾、苎麻、版画、苗绣、
拼布。”綦涛输入指令，等待AI给她带来
惊喜。30秒后，AI根据指令生成了一些
图片。“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作好产
品实物图。”綦涛说，但与它交流要费些
心思，“图片上的围巾带有版画、苗绣、拼
布的非遗元素，可唯独没有出现夏布的
质感，问题就出现在‘苎麻’这个词上。”

苎麻是制作夏布的原材料，但“苎
麻”与“夏布”之间还隔着好几十道工
序，单凭这一个关键词，AI无法理解主
人的意图。

于是，綦涛又上传了一张夏布围巾
的图片，通过“关键词+图片”的组合指
令让AI重新设计。这一次，AI交出了
令人满意的产品图。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綦涛将AI
设计应用到现实生产中，她向AI传输
指令：设计一款带有多种非遗元素且针
对年轻客户的夏布养生锤。

“夏布养生锤一直是公司的拳头产
品，但设计样式不够新颖。”为此，綦涛
输入了“苗绣”“版画”“蜡染”“动物”“年
轻化”关键词，但AI设计出来的样式却
让她哭笑不得。

“有的锤柄外形被设计成了大象的
鼻子，有的锤头被设计成了熊头，外形
千奇百怪，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回
忆起这段经历，綦涛仍笑个不停，“AI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设计惊喜，但它似乎
高估了我们的制作能力，一些产品图目
前还无法实现规模生产。”

没办法，AI必须“返工”重做，在綦涛
反复尝试、筛选后，她最终选定一款锤头
带有卡通龙装饰的养生锤产品图。而此
时AI似乎也“精疲力尽”，弹出“你也是机
器人吗”这句话，提醒主人注意休息。

定好产品图后，接下来就是批量生
产。由于是首次使用AI设计产品，綦涛
心里没底，只生产了4000件养生锤试试
水。让她没想到的是，产品刚上线不久就
售罄，“一些顾客还预订了下一批养生锤
产品，目前订单已排到了端午节。”

夏布老虎成为“虚拟主播”

AI不仅仅为綦涛带来产品设计上
的便捷，也为她传承夏布非遗文化带来
启发。“我们可以运用这项技术让夏布
产品在数字场景中呈现，让大众在沉浸
式体验中，了解千年夏布非遗文化。”綦
涛说。

去年，綦涛与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影
视动画专业师生来到石柱县中益乡华
溪村调研，在初心小院内，几名儿童拿
着夏布老虎在院中嬉戏追逐。

綦涛想到，可以制作一个关于夏布
老虎的卡通动画视频，场景就以初心小
院为原型，通过动画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夏布。

目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影视动画
专业师生已完成了夏布老虎卡通动画
视频制作。在数创非遗数字化研究所
内，影视动画专业老师杨凡颖向记者演
示了这件作品。

视频首先呈现的是华溪村的初心小
院，紧接着，一只卡通夏布老虎从草丛里
窜出，在小院内与孩子们玩耍打闹。

“目前，这只卡通夏布老虎还不会
开口说话，我们之后还会为它设计配
音，让它讲解夏布的生产过程和文化历
史，进一步提升趣味性。”杨凡颖说。

“我们可以运用AI技术，让这只
夏布老虎不仅开口说话，还能与观众
互动交流，让它成为一名 AI 虚拟主
播。”綦涛说，未来还可以利用AI技术
让织布机、梳扣、梭子等夏布制作工具
成为虚拟主播，让它们为自己“代言”，
把千年夏布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非遗传承人綦涛致力夏布推广——

荣昌千年夏布来了AI“设计师”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悦）6月13日，记者从
团巫溪县委获悉，为进一步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和生态环保意识，改善
河库环境面貌，巫溪县充分发挥青
年力量，创新打造“河小青”担任轮
值河长志愿服务品牌，让广大青年
积极投身河湖保护行动。

据介绍，“河小青”是参与保
护母亲河、助力河长制、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的广大青年志愿者的总
称，此次巫溪县“河小青”担任轮
值河长志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
至年底，由县河长制责任单位团
支部牵头，组建16支志愿服务队
伍担任大宁河轮值河长；储备志
愿者500余名，引领全县青年积
极投身水环境保护。

同时，构建“河小青”志愿服
务队与县河长办紧密联系机制，
定期进行信息互通、问题共商，
常态化开展“4个 1”行动，即开
展1次净滩行动、进行1次宣传

劝导、组织1次河岸巡察、完成1
次问题交办，助力河长制更好落
地见效。全年将开展轮值服务
64轮次，发放宣传手册4000余
册，覆盖大宁河及其主要支流柏
杨河全线流域。

此外，团巫溪县委还动员7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加入“河小青”队
伍，积极投身巡河护河行动近
3000人次；强化信息报送，总结经
验做法，形成“河小青”长效运作机
制，为保护生态环境、加快推动巫
溪绿色崛起贡献青春力量。

团巫溪县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让广大青年团员“河小青”担
任轮值河长志愿服务活动是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
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保
护生态环境，建设祖国秀美河川
方面的生力军作用，通过深入开
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大力宣传和
倡导绿色文明意识，在全社会形
成浓厚的保护母亲河氛围。

巫溪创新打造“河小青”志愿服务品牌
倡导青年积极投身水环境保护

本报讯 （记者 黄熠）6月
13日，潼南举行2023年第二季
度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签约活
动，共签约25个项目，协议总金
额达87.6亿元，项目涵盖食品加
工、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投
产后将新增产值271.6亿元。

据介绍，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
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38亿元，将在潼南建设东盟农产
品集散交易中心项目，采用仓储物
流+农业、加工业、制造业等优势产
业集合片区开发模式，按照“一核
四区”功能进行规划布局；上海岑
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投资25亿
元建设潼南区现代设施农业产业
园项目，占地总面积约900亩，涵
盖农业种植区、冷链物流区及农旅
区，项目内容包括高科技农业大棚

以及农业展览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西部（重

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潼南分中心、重庆（潼南）农科城
产业科技研究院揭牌。其中，西
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
中心是由西南大学与重庆高新区
共同倡导建设的集长江上游种质
资源发掘、收集、保护、创制与利
用为一体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
台。

作为一个开放化、共享式、数
字化、实体化、科技型、市场化的
新型研发机构，重庆（潼南）农科
城产业科技研究院将重点打造特
色种业研究、农机装备研究、农产
品加工、智慧农业四大科技研发
中心，夯实农科城四大产业领域
的科技创新链。

潼南25个重点项目签约
总金额达87.6亿元

青春建功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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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
夯实无偿献血法治基础

无偿献血是个人道德情操的体现，
更是市域文明程度的标志，加大对献血
者的关爱、激励和褒奖，有助于增强献
血者的荣誉感，激发公众的献血积极
性。自2018年6月新修订的《重庆市
献血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市通过上
下联动、强化沟通，促进一批配套政策
有效落地和持续完善。2021年，市政
府印发《重庆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
工作制度》建立了“政府主导、卫健统
筹、多部门协调、全社会参与”的全市无
偿献血工作新格局。市卫生健康委与

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全市血站
投入保障机制的通知》，按照“谁使用谁
承担”的原则，对承担跨区域供血的血
站给予补助，有效解决现行血液制品价
格标准与成本倒挂的问题，有力保障基
层血站运行和健康可持续发展。《重庆
市临床血液应急保障预案》纳入全市应
急保障工作体系。2022年，市政府印
发《关于为无偿献血者和无过错用血感
染者购买意外保险的通知》，市级财政
资金专项支持，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
式，对无偿献血者和无过错用血感染者
开展关爱和救助。同时，市卫生健康委
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研究无偿献血者激
励政策，营造促进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的
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民无偿
献血热情。

全面覆盖
持续优化血液服务体系

近年来，全市建成血液中心1个、
中心血站6个、中心血库11个，血站、
社区街头献血点、流动采血车相结合互
为补充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
乡的采供血服务体系全面形成。市血
液中心永川分中心迁建工程目前已顺
利封顶进入内部装修和附属工程建设
阶段。2022年，新设置的挂靠梁平区
人民医院的梁平区储血点、挂靠开州区

人民医院的开州区储血点，进一步加强
了渝东北区县血液保障能力，主城区新
增4个街头献血点，建成潼南区献血屋
等固定献血服务场所，提升了无偿献血
服务能力。

全市采供血服务体系可为临床提
供29个不同品种、65个不同规格的成
分血产品，品种规格数居国内前列。

深化品牌
持续加强血液宣传招募

血液是无法制造、不可替代的稀缺
医疗资源，只有通过个体的捐献才能获
得，因此，献血工作需要社会公众的广
泛参与。

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渝热血、愈
山城”文化宣传品牌，开展“有种重庆人
的侠义，叫热血英雄”主题宣传；实施

“健康中国巴渝行”活动在1.4万个移动
车视投放公益视频。大力弘扬无偿献
血者的奉献精神，深入挖掘并多方宣传
献血者的感人事迹，通过“6·14”世界
献血者日、“灯光秀”等活动致谢献血
者，切实增强血液宣传招募工作的虹吸
力，形成有重庆特色的无偿献血宣传模
式和文化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九龙坡区华福
路的“无偿献血健康教育馆”入选全国

“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试点

单位，作为实体宣传平台，不断夯实宣
讲、展示能力。搭建无偿献血（志愿）活
动平台，增强献血者的认同感、荣誉感
和归属感，抓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团
队建设发挥宣传动员、理念传播、现场
活动辅助作用，切实增强血液宣传招募
工作的影响力。

人才建设
持续提升血液服务水平

近年来，重庆实施了“5515”人才
工程，投入专项资金遴选培养学科带头
人、核心技术骨干、优秀青年博士，加强
血站系统人才科研能力建设。利用重
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等增强输
血服务能力建设，输血医学、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HLA高分辨分型确认实
验室等一批重点医学学科和重点实验
室建成投用。

全市以提升稀有血型资源发掘储
备、稀有血型献血者追踪、稀有血型患
者识别、稀有血型患者用血保障4种能
力建设为重点，加强稀有血型库建设，
可以为少见分型及稀有血型患者高效
提供血型检测配型、匹配献血者、献血
者招募、血液采集、检验、制备、供应等
全链条服务，提供临床救治可配合血
液。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血液援藏工

作，以“组团式”援藏方式援建西藏昌都
地区采供血体系，援建昌都市中心血
站。自2011年起，选派13批次26名
短期、长期以及应急援藏人员支援。昌
都市中心血站于2019年9月顺利通过
血站执业验收，血液供应保障能力和血
液安全水平稳步提高。昌都地区采供
血事业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实
质性提升，血液自采自足。

齐心协力
全面筑牢血液安全线

守护“生命之河”，把好全市“血液
安全”总开关，认真开展经血传播疾病
筛查工作，积极阻断输血风险。全市血
站系统坚持“质量上收、服务下沉”，发
挥优势服务基层，开展全市血液标本核
酸集中化检测和部分血站标本全项委
托检测。持续开展区域血站同质化活
动。通过对全市基层血站血液成分质
量集中化检测，“点对点”指导血液产品
有效性提升。市采供血质量安全控制
中心指定挂靠市血液中心，市临床输血
质控中心指定挂靠陆军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全面加强全市采供血机构、
用血医疗机构的规范化质量安全控制，
推动采供血事业和输血医学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此外，我市开展全市血液信息联网
项目建设，推进全市血液资源调配和安
全监督等方面的信息化管理。与四川、
贵州、湖南等10多个省市建立省际间
血液联动保障机制，疫情防控期间，从
四川、湖北、广西等10多个兄弟省市血
站调剂血液，保障了中心城区的血液临
床供应。组织全市血站向吉林、上海、
北京、新疆等兄弟省市调剂血液89万
毫升，保障了全国新冠疫情期间临床医
疗用血需求。

2023年，全市采供血工作将继续
完善采供血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全市采
供血的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安全
供应水平，更好地满足全市人民群众医
疗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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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市无偿献血服
务 36.25 万人次，捐献血液
59.26万单位，献血率达到千
分 之 11.3，临 床 医 疗 供 血
115.39 万单位，临床用血
100%来自无偿献血者捐献，
全市无偿献血量和献血人次
增幅最高达到全国第二位，12
个区县、16个单位和 11606
名个人获奖2020-2021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一连
串的数字背后，是全市采供血
事业发展新的里程碑，更是全
市血站系统践行“一切为了人
民健康”初心使命谱写下的新
篇章。

近年来，全市采供血事业
发展和血液工作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围绕“建
机制、强基础，补短板、促均
衡”的工作思路，工作体制机
制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以来，全市血站
系统以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武
装、创新突破锚定发展目标、
调查研究解决难点堵点、突出
重点务求工作实效，在实现高
质量发展和保障群众健康上
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进全市采供血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全市采供血事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第20个世界献血者日暨无偿献血表彰大会无偿献血者

工作人员进行血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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