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教孩子如何倒茶老师教孩子如何倒茶 刘佳鑫刘佳鑫 摄摄

小暑品茶香，亲子共学非遗茶艺

07版

激发教育新活力激发教育新活力

高考后的夏天：这些准大学生用不同方式“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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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高低

AI人才热的背后藏着产业升级密码

今年毕业季，AI相关岗位的热度像盛夏的
温度计，一路飙到新高。美团配送部门的高性
能计算岗、中石油的数智化岗位、腾讯的AIGC
算法岗，这些曾经带着“高门槛”标签的职位，
正吸引着来自石油、机械、医学等不同专业的
年轻人。这场看似普通的就业选择，实则藏着
产业升级的“人才密码”——当AI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从概念变成工具，人才需求早已从

“技术专才”转向“场景通才”。
AI人才热的本质，是技术与产业的“双向

奔赴”。数据显示，我国 AI 产业规模已突破
7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增速。但技
术再先进，也要落地才能产生价值。就像当年

互联网从“网页浏览”进化到“移动支付”，离不
开那些懂技术、懂消费场景的开发者一样。如
今AI要渗透进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同样需
要既懂算法又懂行业痛点的“跨界者”。媒体
报道中提到的西南石油大学的李益彰，既会AI
建模又懂石油开采规律，成了能源行业的“双
料工程师”，这种“技术+场景”的复合能力，恰
恰是AI落地的关键。

但热闹背后，也隐含着产业升级的深层焦
虑。企业需要的不是只会写代码的“技术宅”，
而是能把算法变成生产力的“翻译官”。某研
究院招聘AI岗位时，报名者里不乏顶尖名校毕
业生，但最终胜出的反而是有医疗背景的跨界

者——因为他能快速理解医生对影像诊断的
真实需求，让AI模型更“接地气”。这从侧面说
明，数字社会的AI人才，正从技术专家向“需求
解码者”进化。

高校的快速布局，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
应。从清华的AI通识学院到北师大的“汉语言
文学+AI”双学位，从500所高校开设AI专业到
教育部新增29种新专业，教育端正在尝试打破
学科壁垒。这种探索很有必要：如果AI人才只
懂技术不懂医疗，医疗AI可能永远停留在“实
验室精度”；如果只懂算法不懂制造，工业机器
人可能无法解决生产线的具体问题。就像培
育一棵树，既要扎根技术土壤，也要伸展到各

个应用枝丫，才能结出实用的果实。
当然，人才热也带来新挑战。当数据标注从

“简单劳动”变成“专业活”，跨专业学生开始付费
买笔试经验，企业把“院校背景”纳入筛选标准，
这波职业热度也在悄悄抬高行业门槛。但换个
角度看，新技术的普及往往要经历从野蛮生长到
精细化运营的过程。在行业发展之初，通过人才
之间的竞争，我们渐渐会看到真正影响行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技术往往决定了产业应用的下限，
最终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那些代码写得好的人，而
是能够把技术与真实需求衔接的人才。

当然，在产业热潮之下，求职者依旧需要
保持必要的清醒。社交平台上涌现的各类笔

试面试付费课程，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部分跨专
业毕业生盲目追逐风口的焦虑心态。哪里有
需求，哪里就有市场。然而，最终的成功仍然
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付费面试辅
导并不能替代自身的努力和准备。

无论是从石油专业转AI，还是从机械跨到
数智化，在这些年轻的求职者身上，藏着数字
时代最生动的成长逻辑：技术从来不是孤立
的，它像一条河，只有流入田野、城市、车间，才
能真正奔涌成势。而那些能在不同领域间架
桥的人，终将成为这场迁徙中最耀眼的弄潮
儿。AI的未来不在代码里，而在与真实世界的
每一次连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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