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7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校对张任姣特别报道

定格世间美好 汇聚凡人微光

“快去照相哦，免费‘全国旅游’！”
近日，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学

生实践团在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开起
“AI照相馆”，同学们利用自主改进的AI
技术，将照片背景替换成各种风景名胜，
真正实现了AI“云旅游”，让村民们足不
出户就能与全国风景名胜合影留念。

7月9日，该实践团成员接受了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讲述了

“AI照相馆”背后的故事。

AI技术
让村民足不出户“云旅游”

避开人流与上海东方明珠合影，站
在重庆洪崖洞的最佳机位拍一张照
片……“AI照相馆”都可以帮村民实现。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学生实践团
成员介绍，这里的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
离开过直升镇，但一直想见见外面的世
界，留下旅行的足迹。于是，同学们利用
自主改进的AI技术，将照片背景替换成
各种风景名胜，真正实现了AI“云旅游”，
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与全国风景名胜
合影留念。

“一位和蔼的老奶奶拿到‘AI照相
馆’生成的照片后，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
地说，‘这是我拍过最好的照片，真的很
谢谢你……’”该实践团成员说，看着老
人们露出开心的笑颜，疲惫都会烟消云
散，心里充满着温暖。甚至有老人主动
担任起“宣传委员”，招呼其他人来感受

“AI照相馆”。
同学们为村民捕捉温暖瞬间的同

时，一些感动的瞬间也被留下。西南大
学人工智能专职辅导员汪易玲说：“让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步履蹒跚的
老爷爷，有点耳背，他站在远处观望，
同学们就去邀请他来拍照，他听清楚
后就说要先去理个发，还特意换了一件
白衬衫。”

走进乡村，走入大地，与当地村民约
定来年再见，同学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科
技应当服务于人。

修复技术更新
头发丝级的细节也能精准处理

去年，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同
学使用AI技术，为村民们修复那些流淌
着岁月的老照片。今年，这一美好记忆
继续被延续，同学们利用最新的AI技
术，对老照片进行翻新和修复，唤醒沉
睡的记忆。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AI修复2.0系列
做了哪些升级换代？西南大学人工智能

学院学生王涪迪说，相比去年的老系统，
今年的AI修复2.0系列确实有所更新改
进，尤其是在处理老照片中的人像时，修
复效果更好。

如何让AI合成的照片看起来更
“真”？王涪迪介绍：“在‘AI云旅游’板块
的开发中，我们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现
了高精度的人像分割与背景替换。为保
证合成照片的真实感，我们对比了多种
神经网络模型后，最终采用ResNet50作
为主网络，它在保持计算效率的同时，提
供了优异的抠图效果，即便是头发丝级
的细节也能精准处理。”

“此外，我们通过控制背景复杂度并
优化网络选择，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替
换背景，让人物自然融入新场景，从而达
到‘云旅游’的视觉体验。”王涪迪说。

用AI打开任意门
“天堂电影院”正在筹备中

连续两年用AI赋能，传统科技体验
的界限被打破，AI技术也能到达田间地
头，实践团队的成员们也在不断地反思
创新。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本科生辅导员孙
一博说：“去年团队做了老照片翻新，今
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云旅游’和证
件照。去年活动结束后，我们也在思考，
村里的部分老人可能从来没有旅游过，
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让他
们‘身临其境’？于是，‘AI云旅游’今年成
功落地。借助AI的力量打开‘任意门’，
我们也想让学生明白，科技不是悬浮的，
它一定是服务于普罗大众的。”

孙一博透露，明年的“三下乡”实践
中，准备让老照片真正“动起来”。“像‘天堂
电影院’的感觉，让大家看到逝去的年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车家竹实践团成员给小朋友们拍照。孙一博 摄

村民前来参观“AI照相馆”。孙一博 摄

AI照相馆让小镇居民实现“云旅游”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万谷智慧产业
园内，一幢砖红色的四层小楼里分布着
大大小小多个直播间和录影棚：一楼直
播间，美食博主“朵一”正在向网友推荐
各种美食；三楼摄影棚，特写镜头对准厨
师Neo制作的新菜品，让人垂涎欲滴。

近年来，短视频、直播电商等新型数
字平台的发展，为众多年轻人提供了新
的就业机会，也为不少打工人提供了创
业转型的契机。2017年，在传统媒体干
了近十年的徐林飞投身短视频领域创
业，成立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
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瘾食文化”，并先
后孵化了多个粉丝量过千万的达人IP。
之后，公司又转战电商赛道，逐渐发展出
直播带货、本地生活直播、自建品牌电商
等多项业务。

“当下，短视频和直播应成为每个普
通人的标配，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和掌
握这些新的社交技能。”徐林飞说，下一
步，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面向“新农人”
开展电商直播相关技能培训，同时旗下
达人也将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讲好天府
之国的文化故事。

从达人孵化到入局电商
他敏锐捕捉到“流量”风向

“最近几天，我们正在忙一件大事，

帮助永辉超市打造本地生活直播电商店
铺，包括搭建直播间、打造货盘等。”徐林
飞介绍，所谓本地生活直播，简单来说就
是“直播卖券”，通过线上直播展示，吸引
消费者线上下单、线下消费。

之所以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在徐林
飞看来，当前，消费品、美妆、服饰、酒水
等各行各业都在争相入局电商，而类似
永辉这样的商超百货，拥有最大的零售
消费场景，它们的相继入局也意味着电
商行业的竞争已进入下半场。经历了头
部主播带货到品牌下场自播，在电商直
播已“卷”成一片红海的当下，本地生活
直播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多
年的行业浸润，徐林飞已深谙“流量”的
巨大能量。

在公司刚成立之初，徐林飞和团队
专注于网红孵化，通过持续输出短视频
内容，先后打造了“朵一”“魔鬼厨房”

“总裁来了”“小西加点甜”等知名达人，
之后凭借积累的过亿粉丝，与超过
1000家品牌进行合作，实现了商业模
式变现。

但仅靠接广告的方式并不长远。随
着移动短视频爆发式发展，短视频平台
的“流量”变现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例如，从一开始单依靠广告赚钱，到内容

的商业化，再到布局直播电商业务，不少
品牌也乘着东风实现弯道超车。

跟随平台发展步伐，徐林飞敏锐捕
捉到流量风向，并在2020年开始试水电
商直播。

“并不是架个相机或摄像机就能马
上开播，真正要跑出商业模式还是挺难
的。”徐林飞坦言，从做内容转型电商直
播，中间也入过不少坑，但在不断地试错
中，团队也逐渐积累起了在电商领域的
优势。

从业者应用新技术
讲好四川故事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短视
频与直播已逐渐成为内容创新、技术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及业态创新的代表性
产业之一。正因如此，徐林飞认为，短视
频和直播也应该成为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标配。

“以前大家见面就说加个微信，以后
可能会是加短视频号，通过视频来进一
步了解对方。”在徐林飞看来，短视频和
直播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技能，大家都应
该去主动学习和掌握。

作为从业者，也需要保持对新技术
的学习和更新。“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AI大模型将有助于提升产能、提高管理

效率。我们应该是最早一批对AI产生应
用需求的人，要去拥抱这种改变。”徐林
飞说。

随着直播电商不断下沉，“瘾食文
化”也充分利用其在直播电商领域的经
验，参与乡村振兴。2022年，公司通过和
平台共同打造的蒲江水果电商直播基
地，助力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如果把电
商比作是一场运动会，主播等从业者都
是运动员，我们更多的是作为教练，帮助
大家更好地了解平台的机制政策，同时
做好直播培训服务。”徐林飞说。

如今，在网红孵化和直播电商两个
不同赛道，徐林飞仍在不断触摸行业“天
花板”。谈及下一步规划，他想讲的故事
还有很多：一是通过“瘾食文化”孵化的
美食类达人IP，不断输出优质内容，讲好
四川美食故事；二是通过自己开发的服
饰品牌，讲好四川的传统文化和时尚故
事；三是持续做好产业电商，讲好“新农
人”故事。

同时，公司将在本地生活直播领域
持续深耕。“我们已经做到了生活服务类
的全国头部服务商，希望竞争壁垒还能
更高一点，帮助更多品牌建立起电商模
型，把这条路跑通。”徐林飞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姚瑞鹏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看四川

“瘾食文化”创始人徐林飞：

短视频和直播应成为每个人的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