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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丽

“我是河北省廊坊市人，在天津一家
软件技术公司工作。我的项目主要服务
京津冀地区的用户……”“我的项目研发
思路是从中药中寻找活性分子进行开发
利用。我们团队向脑部恶性肿瘤发起挑
战，希望能造福患者、挽救生命……”9月4
日，在滨海高新区海泰大厦会议室里，京
津冀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紧张进行，经
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10个项目入围
决赛并先后登台路演，女选手们自信地阐

述项目的适用范围、自身优势和发展前
景。最终，来自天津郝曼淋的“全球首创
入脑免疫调节剂ACTO01的国际开发”项
目获得大赛一等奖。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259个项
目进入初赛，涉及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健康医疗、妇儿服务等多个领域。项
目不仅科技含量十足，还具有很强的商业
价值，多个前30强项目得到投资机构的关
注，希望能引进项目落地天津。

大赛是京津冀三地妇联激发京津冀
女性科技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女性在科技

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大赛以“巾帼
建功京津冀 科技赋能她力量”为主题，助
力女性在科技创新领域、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同时携手清华大学
“启迪之星”专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参
赛项目提供全过程、系统的赋能服务。

为展示项目成果、展现女创业者风
采，让大赛对广大女性在科技创新创业领
域的影响力持续升温，9月5日，一场重量
级的大赛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津城上演，
来自我市各领域的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
家、女创业者和高校女大学生代表等2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本届大赛十强项
目的创新实力，聆听来自科技创新创业领域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创业者围绕女性如何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巾帼力量、如何以科
技之力推动经济发展展开的对话。
“我参加了本次大赛。虽然我们的项目没

有进入十强，但是参与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一
项目负责人李冰菲说，通过交流沟通，更加全面
了解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和政府
部门的服务举措，专家、女企业家的指导打开了
在科技创新创业领域发展的新思路，对自己未
来的事业发展更有信心。

京津冀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 本报记者 张清 摄影 齐向颖

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桂发祥麻花、观照轩瓷器、帝泊洱
普洱茶珍……近日在天津博物馆集中展出的首届“津品·精品”
天津礼物外事礼品展吸睛无数。
“我非常喜欢天津的文化，尤其是杨柳青年画等传统艺术

品！”一边参观展览、一边啧啧称赞，来自澳大利亚的参观者皮安
瑞直呼大饱眼福。

据悉，本次展出的外事礼品是从首届“津品·精品”外事礼品
评选征集的700余件作品中，经过初选、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
终选出的。

参展的百件外事礼品包含瓷器、书画、剪纸、刺绣、木刻、雕
塑、模型、创意工艺小摆件等不同艺术门类，均在天津设计制作，
具有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其中，既有驰名海外的老字号品牌作
品，也有具有创意的新兴文创作品和新型工艺作品。
“每件礼品背后都有独特寓意和故事，呈现了‘天津元素’

‘天津特色’。观众在欣赏礼品时，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市外办主任栾建章表示，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
深入挖掘每件礼品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中有所感悟、有所
收获、有所启发，努力讲好每件礼品背后的“天津故事”，不断提
升天津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首届“津品·精品”天津礼物外事礼品展吸睛无数

讲好礼品背后的“天津故事”

本报讯（记者 姜凝）由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主持起草的
《智能手语翻译系统测试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发布实施，将为听力残
疾人的信息沟通提供更加方便、专业、优质的智能手语翻译服务。
《智能手语翻译系统测试规范》团体标准规定了智能手语翻

译系统的测试语料库、技术指标测试步骤及评价体系，并给出了
综合评价方法。起草组先后向19家人工智能企业及29所涉及手
语研究的学校及科研机构广泛征询意见，并对标准内容做了多次
修改和完善，最后由中国聋人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形成最终方案。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将依据该标准建立智能手语翻译
系统统一测试服务平台，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聋人协会和
国家通用手语数字推广中心在全国系统层面进行宣传和推广，促
进我国听力残疾人信息无障碍健全发展，引导和规范智能手语翻
译系统产品的发布标准，不断提高智能手语翻译服务的实用性。

■ 本报记者 黄萱

月饼江湖，鏖战正酣。往年进入八、
九月，天津吸引人的一景就是南市街角的
“月饼长龙”，排队两三个小时买上一两块
月饼，一再被网友们上传至各大网站。今
年，“月饼长龙”不再是南市的独特景色。8
月中旬开始，藏在津城大小街面的月饼队
伍就一再霸屏。月饼也网红，理由不外乎
四个字：好吃不贵。

把巧克力和传统月饼捏在一块儿，是
以研究吃闻名的天津人才有的奇思妙
想。巧克力流心、爆浆巧克力，名字不一
样，做法却差不多。在西北角的众多队伍
中，有一支是排月饼的，“白乡佬”的爆浆
巧克力月饼是开门到闭店长队不散的理
由。9月2日一早，已经排了半个多小时的
吴女士告诉记者：“都说这个月饼巧克力
味儿浓，又不那么甜。我喜欢传统月饼，
但吃过后觉得这个口味也不错。”店员将
爆浆巧克力月饼拿给记者，看上去平平无
奇；将月饼放入微波炉里加热半分钟，掰
开后再看，才发现妙处所在——巧克力馅
儿融化似岩浆般流了出来。店主白女士
告诉记者，之所以叫爆浆巧克力月饼，也
就在此了。早上 8点半营业，开门就排

队。“一共二十几种馅儿，巧克力的1000
块，一上午就卖空了。”白女士说。

洪湖里马记的巧克力流心月饼打出了
每人限购5块的告示，即便如此，去晚了也
买不到。购买成功的市民分享说：“7点半
到的，前面排了三四十人，等了快两小时才
排到。”

除了爆款巧克力月饼外，网红月饼还
有枣泥榛子仁、豆沙坚果、红果沙等实力选
手，在传统馅料中增添叠加口感，符合多年
龄段消费者需要。

在和平区多伦道排队买月饼的张大爷
说，他就是冲纯手工来的。“百瑞食品店的
月饼都是纯手工包的，我吃得出来，没有机
器的僵硬感觉。”临近中午12时，店内还有
十几个人在排队。记者发现柜台上的月饼
不太规整，仔细看有手工包制及脱模留下
的痕迹。“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说的‘不僵
硬’。”张大爷拎着月饼出门的时候，还回头
跟记者说上一句。

百瑞食品店卖得最好的是传统的五
仁、百果馅儿，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坚守
了传统的制作方法，便也成了网红。该
店负责人魏先生告诉记者：“网红的不是
招牌，是手艺。一波接一波的客人来了
就问‘是纯手工的吧？’”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主持起草

智能手语翻译团体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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