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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杭州“六小龙”以惊人的速度打开国际市场大门时，我们目睹了青春力量的崛起，以及科技创新为特定地域带
来的空前发展机遇。

在波澜壮阔的科技浪潮背后，位于浙西南的丽水，同样蓄势待发。在这里，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资源的象征，更
是孕育着无穷创新动能的沃土，一群青年创新者正在此悄然耕耘。他们的梦想尚未完全绽放，正如潜龙在渊，只待腾
跃的那一刻。

从今天起，“深读丽水”专栏踏上“寻龙之旅”，探寻隐匿于山水间的青年创新故事。尽管眼下他们尚未达到“业界
顶尖”，但我们相信，属于丽水的“龙吟之声”终有一天会在世界舞台上激荡回响。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一个区域能
否留住青年人才，关键在于能否成为青
年理想的“容器”。这个容器内，不只有
诗与远方，更要有让理想生根发芽的沃
土。

对于遂昌这样一个地处浙西南山区
的县域而言，既无一线城市的资本虹吸
力，也难比发达地区的高额补贴，却凭
借“天工之城”的独特实践，将青年创业
团队牢牢吸附在仙侠湖畔。这背后，是
一场关于“自然禀赋、人才生态、产业赋
能”的营商环境优化秘诀。

天工之城所在的仙侠湖畔，是遂昌
为青年创业者绘制的第一张名片。这
里没有钢筋森林的压迫感，取而代之的
是湖面泛起的粼粼波光，以及晨雾中若
隐若现的青山。对“此声科技”这样的
文化科技型企业来说，这种环境绝非简
单的“办公场所升级版”，而是文化创新
的天然实验室。

遂昌深谙“青年即未来”的发展逻
辑，通过精细化的人才政策构建起“引
才—育才—留才”的闭环生态。比如为
初创团队提供“房租递减补贴”等。此
外，遂昌还积极搭建青年与产业的桥
梁。

众所周知，青年创业者的痛点往往
在于“从技术到市场”的关键一跃，而遂
昌政府选择以“订单输血”为企业注入
成长动能。就像“此声科技”承接政府
主导的“遂昌之声”项目，为当地文化制
作系列音频内容的同时，也在推动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消费端。从表面上看，
这是一次简单的政府采购，实则暗藏
深意——买的是企业的成长可能性。

优化营商环境绝非简单的政策叠
加，自然禀赋吸引人、人才政策留住人、
产业生态成就人，这三重逻辑共同构成
了青年创业的“遂昌方程式”，让青年与
城市双向奔赴。

如何打造“青年容器”
本报记者 刘淑芳

记者手记

在遂昌县仙侠湖畔的“天工之城”，一支年轻的创业团队扎根于此，投身
于一场融合科技与文化的先锋创业实践。

他们以声音为媒介，将人工智能与非遗传承、乡土资源巧妙嫁接，在绿
水青山间探索着数字时代的文化表达新范式。

前不久，他们的项目《基于AI合成语音技术下儿童教育与陪伴产品的
创新推广》，从 2024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研究生
创业组国家级金奖。

短暂的喜悦过后，他们马不停蹄地投入新一轮创新。这一次，他们要证
明，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下，只要敢于想象、勇于实践，“声音”能幻化出
无限可能。

大山里开辟声音赛道

步入位于遂昌县湖山乡的此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初看之下，这家企业
并无特别之处。与想象中堆满高精尖设备的公司相比，它甚至显得朴素。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会发现这朴素背后的人工智能，正带领着他们
走向广阔无垠的旷野。在这个每天都在刷新效率值的维度里，思维的创新
程度决定了产业天花板的高度。在“此声科技”，人就是发展最大的变量。

学生气，是“此声科技”总经理户鹏飞给人的第一印象。初见时，很难想
象这位 27岁的年轻人，竟已有 5年创业经验。随着AI浪潮席卷而来，“年轻
即资本”的含金量愈发凸显。户鹏飞始终热爱并坚守的声音产业赛道，也迎
来了新变革。

声音经济，这个看似陌生的概念，近年来迎来了迅猛发展。有声书刊、
播客等传统形式，只是这一赛道的初始版本。随着AI合成语音技术的不断
迭代升级，声音产业的产能已大幅提升。

在“此声科技”的一面白墙上，写着公司在 2023年成立之初时的简介，
其中提到当时已有 20 万分钟的有声产品。如今，他们的有声产品已超过
100万分钟。

这面墙的对面，挂着一块块亚克力宣传板，上面展示的是“此声科技”过
往创作的有声产品，内容涵盖博物馆藏品讲解、地方特色文化介绍等。只需
打开手机 NFC 功能，轻轻触碰板上的内置芯片，便能听到相应的音频内
容。这些声音大多不是人工录入，而是通过AI合成语音技术制作的。

“过去，制作一段半小时的音频内容需要 1 小时，而现在仅需一两分
钟。”户鹏飞介绍道，人声提取技术效率也大幅提升，仅需 10分钟的原声，便
能生成无数音频内容，其合成音与真人录制几乎无异。

当更富效率的人工智能袭来、很多人都陷入自己是否会被替代的焦虑
中时，户鹏飞对未来却充满了憧憬，“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

尽管是播音专业出身，但他凭借本科阶段的理工科背景，早在 2018年
攻读研究生期间，便有了不同于传统艺术工作者的思考。作为江苏省研究
生创新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他在AI合成主播面世之际，便主持了一系列脑
科学实验。在真人播音员与合成语音的对比实验中，他发现，在情绪理解维
度，真人语音优势明显；但在信息记忆测试中，两者的准确率差异很小。这
意味着，合成语音在知识传递场景中，已具备替代性。

有了这一科学支撑，户鹏飞早早就开始为未来做储备。不仅在南京创
立了公司，还逐步对接合成语音的前沿技术、储备各类声音素材。

得益于这一前瞻布局，当“声音”作为最古老的媒介之一，逐渐成为AI
变革的核心载体时，户鹏飞的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在算法里找到情感温度

选择遂昌，户鹏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2023年 2月 16日，在一位同样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学长引荐下，户

鹏飞第一次来到湖山乡。望着波光粼粼的仙侠湖，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
生。在他的老家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户屯村，也有这样一个湖。

湖畔的生活承载了他童年的幸福记忆，唯一的遗憾是父亲因在外打拼

事业，缺席了他的成长。在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年幼的户鹏飞只能通过父
亲不定期的电话来填补这份遗憾。长大后，他离开家乡求学、创业，与父亲
依旧聚少离多。直到现在，电话里父亲质朴的关心，依然温暖着背井离乡的
他。

正是声音的力量，让户鹏飞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读研期间，他萌生了
制作儿童陪伴有声产品的想法。随着AI技术的成熟，内容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也催生了“情感声创”这一全新场景。渐渐地，“基于AI合成语音技术的
儿童教育与陪伴产品创新推广”项目应运而生。

这个项目在户鹏飞一次又一次的参赛中不断成熟，最终在仙侠湖畔迎
来了首次落地实践。2024年 8月，正值小学暑假，“此声科技”启动了《童话
遂昌》暑期项目，着手从湖山小学筛选出合适的童声，以遂昌文化为内核制
作一系列音频内容，同时让这些声音成为湖山和湖山人的永久陪伴。

经过层层筛选，4个孩子参与了项目。项目结束时，一个名叫曾雨晨的
小女孩问项目负责人周苏仪：“姐姐，以后我妈妈也能用我的声音听故事
吗？”周苏仪点头的瞬间，看到曾雨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那一刻，她忽然明
白了户鹏飞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在冰冷的代码与算法背后，找到声音的
温度。”

户鹏飞还记得今年年初，他在湖南卫视《夺金 2025》节目中推介自己的
项目后，一位来自四川的母亲找到他，希望用 AI 技术复刻离世儿子的声
音。仅凭微信中一段嘈杂的语音片段，“此声科技”的团队迅速完成了降噪
与声音重建，并以儿子的口吻为这位母亲留下了一段宽慰人心的话。

“科技不是冰冷的。”无论是地方文化的娓娓道来，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深
情告白，科技让声音变得更加生动、更具感染力。这种技术与情感的融合，
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也让声音经济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激活在地资源的“数字新生”

对“此声科技”而言，2024年是破茧成蝶的关键年份。最近，户鹏飞四
处奔波，希望将声波转化为数字刻刀，以独特方式赋予遂昌传统文化一种新
的生命形态。

眼下，在这片土地上，一场关于文化基因的数字编码实验悄然展开——
那些沉睡在古籍中的戏曲唱段、散落在乡间的非遗故事，正在被重新编译成
可存储、可交互、可生长的数字生命体。

在户鹏飞的工作台上，一枚跟指甲盖差不多大小的芯片折射出科技的
诗意。这个厚度仅 1毫米的微型载体，能存储超过 1小时的声音内容，每年
支持 1000次播放。而这些数字作为文创赋能的手段，已能满足绝大多数应
用场景的需求。“这相当于把文化基因封装进数字琥珀。”他轻轻捏起芯片对
准光线，金属表面流转的微光仿佛闪耀着文化的魅力。

这些“文化琥珀”将被植入明信片、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或者汤显祖 IP
的玩偶里。被芯片赋能的“有声文创”可以描绘的画卷远不止眼前所见，更
丰富的文字、声音、图片、视频乃至场所的定位，都可以在眼前一一展开。当
用户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轻触NFC感应区，即可触发多重文化声场：童声演
绎的文化解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原声讲述的民俗故事、专业声优演绎的汤
显祖《牡丹亭》选段、AI重新编曲的婺剧经典唱腔等。“我们不是要取代纸质
导览，而是创造‘耳畔博物馆’。”周苏仪说。

更具突破性的实验发生在AI交互领域。在“此声科技”的设想里，以汤
显祖系列玩偶为载体，不仅可以为其定制“声音 IP”，还可以搭载大模型使其
实现有声互动。比如当游客问“杜丽娘为什么游园惊梦”时，玩偶不仅可以
即时回答，还能带来戏曲哼唱等才艺展示。

这些创新背后，藏着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在遂昌，声音正悄然改变文化
传承路径。比如，孩子们的声音讲述的民间故事，经过AI降噪、修复后存入
云端声库，未来将成为文旅导览的个性化选项。“我们不是在用科技改变文
化，而是让文化借助科技重生。”在户鹏飞看来，借助声音对文化进行“活态
传承”，可以让文化记忆在数字空间持续生长。

扎根湖山乡的“此声科技”，正将根系延伸向更深处。户鹏飞构想着未
来的场景：“从丽水起步，从浙西南辐射到长三角，我们希望编织一张连接过
去与未来的网，让科技和艺术的声音成为文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更远大
的蓝图里，“声创+”模式将突破文旅边界，在乡村振兴、情感疗愈、国际传播
等领域开辟广阔舞台。

当老艺人的吟唱在芯片中永生、当童声故事在云端代际传递、当AI戏
腔在毛绒玩具里焕新，“此声科技”的敢想敢做也揭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生
存法则：真正的传承不是将过去制成标本，而是让传统文化获得数字化的生
命体征。

当然，在这条没有终点的创新之路上，比技术突破更珍贵的，始终是那
些在声波中永续跳动的文化基因，以及科技向善的永恒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