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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盛会由CCF大数据
专家委员会和信息技术新工
科产学研联盟主办，信息技
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大数据
与智能计算工作委员会、郑
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承办。

参会“大咖”，有CCF大
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信息

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理事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
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理工大
学常务副校长梅宏等，河南
省教育厅、大数据局、郑州市
相关领导及多位省内外知名
高校专家学者等。

郑州市委常委、市政府

副市长王鹏也来到了现场，
他希望，此次大会能为郑州
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
提升大数据人才培养水平，
最大程度为郑州带来新的人
才储备，推动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人才生态升级，提供更
多的解决方案。

国内大数据专家云集郑州智慧岛
共话数字人才培养

苦练20年，郑州“盲”女逆袭成琵琶高手

▶预测奥斯卡奖花落谁家、无人驾驶汽车、谷歌翻译……近几年来，大数据在具体场景中
的应用越来越多，数据也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国家战略资源。
▶推动大数据发展离不开人才，如何培养兼具数据知识和应用视野的人才？6月15日，
首届中国大数据教育大会在郑州智慧岛召开，国内大数据、智能计算领域知名教授及技
术专家共聚一堂，畅谈数据之道，共话数字人才培养。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付雨涵

谈及此次大会定位郑
州，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副所长程学旗表示，郑
州正处于经济发展崛起的
关键时期，智慧岛链接周
边15个高校，有强大的人
才基数和人才优势，希望
能通过此次大会，为中国
的大数据教育形成聚集作
用，为打造产教融合基地
提供便利条件。

“我们在郑州建立大
数据研究院，主要有三个

定位，一是大数据基础平
台建设，能够为产业发展
提供赋能；第二个建立研
发中心，服务于产业发展
和转型升级；第三个就是
打造产教融合人才基地建
设，让高校学生走向社会
之前接触到实际的需求，
学习和应用很好地结合起
来。”程学旗说，希望这三
个定位，能助推河南产业
转型升级，河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

大数据发展离不开人才
支撑，教育行业需要领先其
他行业发展。在我们国家，
目前，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
大数据相关专业的院校已经
达到474所。作为信息技术
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北京
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梅宏认
为，大数据是信息化的新阶
段，数据已经成为企业发展
的核心资产。

他在《大数据发展-现状
及思考》报告中指出，经过
2012、2013年的宣传高潮，
2015年大数据已经从“新兴”
趋向“主流”，近几年来，国际
上一系列大数据应用引起的
轰动，可以看到数据已经日
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
产。“谷歌翻译、预测奥斯卡
奖项、银行快速实现诈骗检
测、无人驾驶汽车……很多

大数据成功应用的实践。”梅
宏说，大数据是信息化的新
阶段，数字中国建设就是发
展数字经济。目前，数字经
济正处于成型展开期。

面向大数据，需要多学
科的交叉，人才该如何培
养？梅宏从大数据研究型、
应用型人才，大数据专业建
设入口专业、出口专业等多
角度探讨大数据教育。

此次大会，邀请了国
内多位大数据、智能计算
领域知名教授及技术专家
作大会主题报告，共同研
讨新形势下如何系统地培
养兼具数据知识和应用视
野的大数据人才。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
授、郑州联通智慧建设首
席科学家刘会永博士结合
自身工作，作了《基于数据
治理的大数据行业应用实

践》的报告。
他指出，大数据战略

如果要发展得好，政、产、
学、研都要参与，而最重要
的是“用”，一定要找到

“用”的环境。他分享指
出，目前正在建设包括未
来路街道、智慧二七在内
的多个“5G智慧社会”全国
样板，“这些‘用’的环境，
都是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很
好的练兵场。”

【现场】“大咖”云集 共赴教育界盛宴

【观点】大数据是信息化的新阶段

【碰撞】大数据人才培养一定要和“用”结合起来

【声音】“三个定位”助推河南产业转型升级

▶她，天生弱视，几近失明；她，拒绝悲悯自怜，励志学习；她，为了梦想，20年如
一日苦练琵琶，终于达到专业级演奏水平。
▶日前，郑州25岁女孩张李慧首次举行个人公演，感谢生命中那些好心人。
她还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愿有生之年，将民族乐器琵琶发扬光大。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付雨涵

日前，一场特殊的演出
在郑州上演，郑州视障女孩
张李慧携手她的20余名“弟
子”，上演了一场视听盛宴。
她现场表演了多首知名琵琶
曲，台下掌声阵阵。

尽管登过许多国家级、
国际舞台，但这次公演，张李
慧等待了20年。

1994 年她出生于驻马
店，家人还沉浸在迎接新生
命的喜悦中，“视障”的判断
犹如晴天霹雳笼罩在张李慧
家里。乐观的父母接受了孩
子的残缺，决定培养她学技
艺，长大后足以养活自己。4
岁开始，张李慧练钢琴，6岁
时，有一天，她突然从电视上

听到一段清丽的声音，被深
深地吸引，母亲告诉她是琵
琶，从此，她开始转学琵琶。

“琵琶好听，但找专业老
师太难了，父母开始四处打
听，不惜重金聘请老师教
我。”张李慧说，正是父母的
支持和不放弃，给了她丰富
的精神财富。

【讲述】天生视障，6岁开始练习琵琶

俗语有“千年的筝，万年
的琵”，琵琶好听，弹好却不
容易。

“基础指法按弦，弹挑和
轮，正常学员，看老师的手型
怎么变换的，勤加练习就会
非常标准，对我来说，这真的
是太难了。”张李慧回忆，有
一次练习指法，拨出后手指
要横向伸直，因看不到老师
的手型，张李慧每次弹出总
会偏下伸直，老师纠正了很
多遍，张李慧依然不能领会，
练习了上百遍，依然做不好，
她委屈地哭起来，摸摸手指
头上的茧子，更加心塞痛苦。

不认输不放弃的张李
慧，哭过后又重新向老师请
教，她让老师按压着她的手，
将弹拨的姿势尽量慢化，自
己寻找感觉。在多次练习
下，张李慧终于掌握了这个
指法。张李慧说，琵琶中的
其他指法技巧，几乎都是老
师手把手教给她，再靠她悟
性勤加练习掌握的。

另外一个不容易就是琴
谱。张李慧眼睛天生弱视，
无法定焦，很难认准琴谱上
密密麻麻的“小蝌蚪”，家长
只好把琴谱放大让她牢记，
往往一首曲子还弹不熟练，

琴谱已经背下来了。后来随
着琴技的增加，张李慧听老
师弹奏几遍，基本上就可以
把琴谱知道个七七八八。

勤苦练习，让张李慧10
岁时已达到琵琶10级水平，
2009年进入国家级别的艺术
团队里，多次为中外重量级
嘉宾演奏琵琶。当一名专业
琵琶演奏家，是张李慧从小
的梦想，2014年，张李慧考上
了北京联大特殊教育专业音
乐系，师从我国著名的琵琶
演奏家樊薇教授。4年专业
学习，她已经从业余级别转
向专业演奏水平。

【打拼】练琴20年克服重重困难，终成专业级琵琶演奏员

翻开张李慧的手，手
指上覆盖着厚厚的茧，这
是多年习琴留下的，伴随
终身的印记。

2017年，张李慧在社
会各界的帮助下，在郑州开
设了琴行，两年时间，教习
了一群热心学琵琶的孩
子。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她
很欣慰。“我有一个梦想，想
让更多的孩子知道，喜欢，
学习琵琶这个悠久的民族
乐器。”张李慧说，在艺术团

时，每次为国际嘉宾演奏琵
琶，清丽的声音缓缓流淌，
总能赢得阵阵掌声，“我感
到非常自豪，为我们有这么
悠久的文化而自豪。”

如今，张李慧凭借自身
能力，衣食无忧，每天生活
得很精彩，她爱美食，爱美
妆，喜欢逛街，全身心去热
烈拥抱每一天，她说，琵琶
就是她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自己奔着更高的目标不断
努力，提升，回馈社会。

第一次采访张李慧，
我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40
分钟。我问她忙不忙？她
说，在化妆，马上就来。

大概 20 分钟后，我见
到了穿着漂亮的连衣裙，
化着精致的妆容，长相甜
美的她，遗憾的是，她看不
到自己的美，更看不到自
己努力的样子有多美。

谈话中，我生怕触动
她的敏感神经，她笑着说：

“姐姐，你不必小心，想问
啥只管问，我一点都不玻
璃心，我都能接受的。”

我释然，真的低估了她
的强大内心，在轻松的谈话
中，我了解了她在学习琵琶
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她不自
怜，感谢命运给予的一切。
她说，人生路上遇到很多人
的帮助，而她自己，也将这
份爱传递了出去，每年都会
走访福利院，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心至纯，行至善。25
岁的她，还有大把时间为
梦想奋斗，她虽看不清这
个世界，相信未来通过努
力，能让世界看清她。

【梦想】眼盲志坚，她立志弘扬民族乐器

■手记

心中有爱，处处是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