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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峰：
让人工智能惠及百姓生活

刘庆峰，男，汉族，1973 年 2 月生，博士学历，科大讯

飞董事长，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

国语音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第

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中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先行者，1999

年博士二年级的刘庆峰创立科大讯飞，立志于“让机器能听

会说、能理解会思考，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在业务

发展过程中，刘庆峰选择教育、医疗、司法等关系民生福祉

的行业赛道，让人工智能技术惠及百姓生活，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社会效益。荣获2013年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17年十大经济年度人物、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

出民营企业家等称号。

他带领团队坚守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领域源头核心

技术创新，在多项核心赛事上取得桂冠，为我国人工智能

技术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做出重要贡献。

他带领团队建设我国首个开放共享的语音云平台，形

成“大创客”带“小创客”的全新创业模式，构建覆盖多领域

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他带领团队用人工智能为教育、医疗、司法等行业赋

能，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让因材施教、分级诊疗、公平

正义落到实处，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

他带领团队科技向善，发起 A.I.科普公益活动，努力

缩减数字鸿沟，让A.I.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

□本报记者

李娟：
用嘴“衔”出电商脱贫路

李娟，女，汉族，1985年12月出生，初中学历，安徽省砀山

县唐寨镇唐寨村魏庄自然村村民。2008年李娟因罹患脊髓性

空洞症，只有脖子以上可以有限活动。她身残志坚，用嘴“衔”

起了微商，在网上开微店“砀山特色馆”，成立“砀山娟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注册“祥奥娟”商标。通过网络销售20余万斤酥

梨等，还积极带动镇里贫困户一起脱贫，由一个重度瘫痪的

“绝望者”成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示范者”，成为远近闻名的

“励志网红”。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全国自强模范、中

国好人、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最美志

愿者”、2018年CCTV年度全国“慈善人物”、安徽省道德模范

等称号。

互联网和电商带给李娟第二次生命。自从有了智能

手机后，李娟的生活渐渐有了色彩，她用嘴衔着触控笔浏

览新闻、观看视频。特别是在和好友聊天中，李娟感受到

当地电商创业的火热氛围，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学习网上销

售的知识和技巧。

作为只有脖子以上可以有限活动的残疾人来说，李娟

做电商的难度可想而知。身子不能动，她就告诉父母怎么

用手机给水果拍照，父母拍好后，她再仔细挑选，选出最能

凸显苹果形状和色泽的照片。

“人穷志不穷，自己挣来的饭，才吃得香。”在砀山残疾

人微信群里，李娟经常“现身说

教”。对于大家的疑惑以及在

电商创业中碰到的问题，李娟

也耐心解答。据统计，2015 年

以来，李娟不仅解决了自家卖

水果难题，还帮助周边贫困户

销售酥梨 8 万余斤，成了远近

闻名的“电商CEO”。

□本报记者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特聘副

研究员王捷认为，一对一家教，老师不但要释

疑解惑，还应具备一些心理学知识，帮学生提

升学习动力、赋予信心、缓解压力。家教行业

要有一定的门槛，要有准入机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创新研究

室主任苏红建议，为促进家教市场规范化发

展，教育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标

准，鼓励广大从业者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取得

相应的证书。高等院校也可以面向社会，通过

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提供专门培

训，对于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提供相应证明，

提高从业者的素质。

在监管层面，王捷说，家教服务隐蔽性很

强，一旦发生语言暴力、性骚扰等恶性事件，对

孩子的身心伤害往往更为严重。他建议，相关

部门应严格监管相关中介平台，定期摸查，督

促中介机构核实家教老师身份，到相关部门注

册、备案，将家教行为纳入监管。

对于家教市场存在的造假乱象，王捷认

为，主管部门可建立中介和家教老师的黑名单

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提高对造假机构和失信从

业人员的惩罚力度。

苏红提醒，选家教时，家长不要盲目迷信

中介机构的宣传，不要轻信老师的简历。请了

家教，也不能简单地把孩子托付给老师。同

时，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与孩

子保持密切沟通，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需多管齐下让家教行业规范发展

虚假宣传、难以追责、监管乏力
——家教行业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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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期，家教生意更为走俏，一些机构甚至开出了金牌家教一小时500元、补齐语数外三科

一年15万元的“天价”学费。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家教简历注水是业内的公开秘密，家长花高价请到的很有可能是家教

中介虚假“包装”出来的老师；家教行业缺乏准入和专业标准，相关部门监管乏力，一旦发生事故

难以追责。有关部门应推动制定行业标准，加强对家教市场的监管，促进家教行业规范化发展。

□据“新华视点”

近期，上海的张先生通过某家教网给 12

岁的女儿请了个上门家教，但女儿的成绩却越

学越差；调取监控后发现，家教老师上课经常

说些惊悚恐怖、污秽不堪的内容。家长赶紧联

系这位家教，然而对方却将其微信拉黑，电话

也已注销。家教网站资料显示该男子为“上外

在读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却回复称该男

子并非该校学生。

一位家长向记者反映，他曾通过中介机

构花高价请了一位据称是某初中名校老师的

上门家教，后来通过熟悉的人打听，才知该中

学并没有这位老师。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家教中介机构对所

推荐的老师存在身份审核不严甚至信息造假

的情况。记者以加盟为由，咨询了优师智家教

网的有关负责人，该家教网的宣传页面上显

示，上门一对一辅导老师都是经过平台精挑细

选与培训，跟平台签约合作。但该机构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家教老师在该网发布信息，只

需要填姓名，不需要上传、查验身份证、教师资

格证、学生证等信息。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家教中介，发现中介

普遍对教师简历都很重视。“因为家长很在

乎老师的履历”，易教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从业经历自己写就行，多写点，怎么丰

富怎么来。”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以往

从业经历的相关证明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不

需要。

有业内人士透露，为招揽生意，给家教

简历注水、对外虚假宣传已成为业内公开的

秘密。“如果家长一定要某一学校的老师，但

我们的资源库里没有，我们就会找比较好的

老师来包装一下。有时家长看重的条件和我

们现有的老师有一些偏差，我们也会对老师

履历作改动。”

“家教机构也曾让我瞎编简历，只要能

吸引家长注意，得到他们的认可就好。”一位

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家教老师李丽说，“他们

让我把曾经给学生提的分数填得很夸张。我

实在没法昧着良心说假话，也不想把自己吹

得天花乱坠去骗人。”后来，李丽拒绝了这家

平台的派单。

虚假宣传、简历注水成业内公开秘密

近年来，国家大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但

家教市场却成为一个灰色地带，长期处于没有

标准、缺乏监管的自发状态。

某知名培训机构负责人坦言，一对一家教

是“私人订制”，需要老师因材施教；相比大班

教学，这种个性化教学对老师的要求其实更

高。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一对一家教？目

前没有相关准入标准和专业水平评价标准。

绝大多数中介机构也只追求业务量，而不重视

服务质量。

家教行业流动性强，人员身份复杂；万一

发生“教学事故”，中介机构往往想办法撇清责

任。“只要家教老师支付了中介费，就可以介绍

他过去跟家长谈。要是出了啥事，那是家长和

老师双方之间的事——反正也没有签协议，跟

我们没有关系。”一家中介机构负责人说。

业内专家认为，对中介机构和家教老师缺

乏监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家教市场涉

及的监管部门有市场监管、教育、税务等，但市

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一般只能监管中介公司形

式上是否合规、是否照章纳税，对具体的教学

行为并不监管；教育部门大多也只监管公办学

校教师的兼职家教行为，对其他身份的家教缺

乏监管手段。

广东省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坦言，即便

是公办教师的兼职家教行为，监管难度也非

常大，因为一些老师社会评价比较高，口口

相传，直接被家长“请上门”，双方“你情我

愿”，很少有人投诉；即使有人投诉，也存在

取证难问题。

行业无标准，难以追责，监管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