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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科协协办

拆了渔船、交出渔网“洗脚上岸”的李代国，两个
多月前又下河了，“这辈子算是离不开这条河了。”

家住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龙溪河畔的李代国，打小
就在渔船上长大。捕鱼的手艺从爷爷手中一路传下
来。刚到掌舵的年龄，他就成了镇上小有名气的打鱼
能手。

那时候，汇入长江的龙溪河又清又亮。“鱼多得
很，什么稀奇品种都有。”就靠着龙溪河的鱼，李代国
成了家，养大了两个娃，娃也成了家，二儿子还在岸边
开了一家鱼馆。

但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通知：为修复长江流域
水生态、保护水生物资源，龙溪河即将禁捕，渔民要准
备上岸转产。“我已经53岁了，不捕鱼还能干啥？”李
代国满脸不情愿。

镇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李代国嘴上不服软，心
里却开始松动。他想起了曾经跟着龙溪河起伏涨落
的日子。

自20世纪90年代起，龙溪河两岸的场镇越修越
大，居民越来越多，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后来沿河又
修电站，建造纸厂、化肥厂、养殖场。河水越来越脏，
越来越臭，再后来变成褐色，泛着泡沫。

李代国还在打鱼。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有时
“十网九空”。碰上运气好，偶尔捕上来几条，鳞和鳃
都是黑的，卖也卖不掉。他只好把船开得更远，到江
里去捕。眼瞅着朝夕相处的龙溪河一天天臭下去，李
代国心里不是滋味。

但天无绝人之路。2016年以来，随着长江流域共
抓大保护深入推进，龙溪河迎来了转机。

沿河厂矿大量被关停，城镇污水厂、垃圾厂也慢
慢运转起来。2018年，重庆启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龙溪河被作为重点纳入。截污、清淤、绿岸等
治理工程也相继启动。垫江县还专门组织机构统筹
流域清漂、巡河和水生资源管护。

龙溪河的水质改善，鱼儿慢慢回来了，河上的渔
船又轰鸣起来。李代国又早出晚归，往来于河上。

有时候，收了网的李代国也会坐在船头，看着河
发呆：“这大病过一场的龙溪河，是不是也该休养生息
呢？”但转念想到自己的生计，他就直挠头。

“老李，知道你对龙溪河有感情，但禁渔转产就是
为了让河更好啊！”这回上门的是垫江县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站站长高能波。李代国没有接他的话茬。
“你可以上岸不离河嘛！到清漂巡河队去，一

样有收入。”“我只会打鱼，搞不懂咋个清漂巡河。”
“就是清理水上、岸边的垃圾，再看看有没有乱排污
的。你熟悉河道，干活实在，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
不成问题。”

李代国收拾好船、网，洗脚上了岸。今年4月，他
主动上交了渔船，领到15.5万元补偿金。没多久，接
到清漂队上岗通知，穿上迷彩服、套上一件反光背心，
李代国又下了河。

侧身站在船头，手持捞网，迎水上划，手腕稍稍转
动，一个枯枝就被兜进了船舱。两个多月来，和队友
频繁往返于龙溪河半节桥至六剑滩80多公里的河

道，李代国对清漂工作已经驾轻就熟。
龙溪河愈发清亮了。到河边亲水的人越来越多，

高安镇在河岸栽种起各种花木，还修了环河步道。县
中学的师生经常过来绘画写生，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安
唢呐也时常在河畔响起。

今年6月23日，龙溪河举行首届龙舟赛，全县21
支队伍在高安河段竞渡。李代国第一批报了名，但赛
前体检时，因血压偏高抱憾退出。

比赛那天，上万人在龙溪河两岸“观战”。李代国
在岸边为队友加油，喊破了嗓子。看到高安队第一个
冲过终点，他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李代国做了一个决定，今年要把身体锻炼好，让
血压降下来，“明年龙舟赛一定要下河。”

李代国再下河
新华社记者 张桂林 周闻韬

李代国李代国（（右右））在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龙在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龙
溪河清漂溪河清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 摄摄

如果说近几年最火的是什么？可能“大数据”
当之无愧！提起大数据，大多人的感觉就是科幻、
高大上。随着近几年大数据的迅速发展，挖掘数据
资源背后蕴藏的价值，利用数据资源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赋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未
来潜力。

积累经验 回归重庆

作为一名80后，汪郑波曾先后担任广州网易计
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省区经理、朗玛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和世纪恒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这些年
的工作经历为我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想将自己的能力带
回重庆。”

经过层层选拔，2016年汪郑波回到重庆，进入了
重庆仙桃易云数据有限公司。而重庆仙桃易云数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易云）由渝北区政府与国家
信息中心参股单位——北京中联润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于2017年3月联合成立。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进行技术研究、咨询
规划和应用。

仙桃易云依托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协同创新研究
院和重庆大数据与物联网学院，致力于对接全球大数

据优秀企业为客户输出政务、工业、农业、医疗、教育
和旅游等行业大数据解决方案，形成服务于“政、产、
学、研、金、用”为一体的创新协同生态圈。

“希望可以推进面向人工智能、智能硬件、下一代
通信技术和工业智能制造等领域相关产业，建设大数
据高端人才培养和实用人才教培基地。”汪郑波对产
业有着自己的期盼。

智能智造 硕果累累

目前，重庆仙桃易云数据有限公司已经是市级
研发机构、科研型机构和“牛羚企业”。而汪郑波担
任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即

“两中心一平台”）项目负责人、“重庆新型智慧城市
规划发展目标与路径研究”课题负责人、“重庆2019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大数据分析”课题负责人、
渝北区“数字渝北”建设规划负责人和“两江新区”
数字经济产业规划负责人，并参与了多个政府重大
项目建设。

不仅如此，他还被聘任为“重庆市科技青年联合
会—知识服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专业委员会”委
员、“工商大学微纳传感与智能生态物联网重庆市
2011协同创新”客座教授，被评为重庆市渝北区临空
创新人才C类人才等。

汪郑波表示：“接下来我和我的团队将迎着2025
智能智造的东风，继续推进现有项目的工作开展，并
基于国家信息中心、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两大
平台的优势资源，争取在市级层面、国家级层面展开
信息化建设的合作，将我们在产业经济大数据、扶贫
医疗健康大数据、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拳头产品，
积极推广到有需要的地方。”

发展技术 建设未来

汪郑波认为新技术融合和标准落地将成为创新
发展方向，通过将数据、算法和解决方案集成到统一
的平台上，大数据企业可以提供“准标准化”的产品，
快速占领市场，提升变现能力。

其次多层次、多类型大数据人才培养是政府关注
重点，支持高校及企业大数据方面研究，鼓励“产学研
用”相结合。高校方面，强化学科体系建设，完善课程
设计与社会实践，培养大量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同
时，加强理论攻关，创建海量数据场景下快速有效的
计算和优化算法。

随着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
成熟，大数据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的拓展成为未来发
展的重点，健康医疗大数据以其巨大的产业延展空间，
工业大数据以其潜在的巨大产业规模成为未来发展重
点。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互联网战略
的推进，以预测性维护、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工业App为
主的应用协力助推了工业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信息
安全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入融合，政策和标准体系的完
善，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的丰
富化和落地化，未来的大数据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增
长。”汪郑波充满期待地说。

汪郑波：以大数据思维助力市场发展
本报记者 郑慕尧

汪郑波，重庆仙桃易云数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秘
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