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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网络“塞车”让实时大数据
“跑”起来

在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香山实
验室，年轻的研究员Hamza与记者交流
他在中山工作的感受，“把每一个挑战视
为成长的机遇，这种态度让我专注于寻
找解决方案，而非纠结于问题本身。”
Hamza 是一位博士后，来自苏丹共和
国。爽朗的笑容和他所秉持的学术态度
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2023年6月，Hamza在长春理工大
学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程博士
学位。毕业后，他选择到长春理工大学
中山研究院香山实验室工作，目前致力
于研究如何推进卫星网络遥感与海量数
据传输，利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
主动调整网络流量，以减少延迟并缓解
拥堵，从而提升高流量波动下大规模网

络的性能。
从苏丹到中国，从长春到中山，

Hamza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Ham-
za的第一份职业是做程序员，在中国攻
读博士学位后，Hamza决定改变赛道：做
一名研究员。在Hamza看来，长春理工
大学中山研究院香山实验室是个卓有成
效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专注于为现实行
业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选择到中山工
作的原因。

Hamza是香山实验室数字医疗研究
中心的一员，团队的研究领域将在云计
算、远程医疗等领域有实际应用。在先
进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实验室的远程医
疗系统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为患者、医生
及医疗机构提供远程会诊、手术指导、教
育培训等多元化服务。Hamza的研究，
正是通过提供流畅、迅捷、可靠的网络，

为系统和服务“保驾护航”。“医疗导航系
统能为手术提供精准定位。比如说，医
生在做肿瘤手术的时候，传感器设备能
够帮忙实时探测肿瘤位置，收集并处理
数据，为其提供精准反馈。在这样的大
型系统中，数据传输可谓海量，网络稳定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主要负责医疗导
航系统的网络优化，以提升数据管理和
传输的效率与精准度，甚至实现及时反
馈。”Hamza介绍调优网络提升网速的现
实作用。

■希望用科研成果为企业家‘牵线
搭桥’

教育部在2019年启动实施了“中非
友谊”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支持和鼓励
非洲国家优秀青年来华学习和研修。作
为来自苏丹的留学生，Hamza是该项目

的受益者，在此契机之下，他得以来到中
国学习，扎根中山工作。

目前，Hamza正在申请省、地市面向
青年人才的计划基金，拟用于研究项目
的支出和设备费用。“我们（中非）的关系
很好。中国在我们国家做了很多项目和
建设，为非洲带来了许多发展契机。所
设立的孔子学院教授汉语，传递了美好
情谊。每年中国政府会提供机会让非洲
国家的学生到中国学习、生活。”Hamza
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非友谊的桥
梁，回应中非情谊。

“在中国，新兴科技和年轻企业有广
阔的发展机会。我希望我研究的成果，
能为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助力和‘牵
线搭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Hamza表示尽管研究工作刚有起色，他
对未来仍充满信心和期待。

■10张“中山照”背后的好人故事
3月4日，曾旻雨受邀前往石岐高家基

小学参与“石岐街道‘好人之光 扬德行善’
身边好人进校园宣讲活动”。他在课堂上
为师生带来《石岐老街》影像公益课，精心
遴选了自己拍摄的10张照片，向广大师生
讲述自己的“摄影人生”和“好人故事”。

曾旻雨透露，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石岐
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用影像记录中山
群众生活和城市变迁。这10张照片，有从高
空俯瞰，灯火璀璨、韵味十足的孙文西路步

行街；有承载众多石岐人儿时记忆的太平路
大榕树头；有晚霞醉人、风光无限好的烟墩
山塔；有苍翠欲滴、景色迷人的青溪路……
他在介绍照片背后故事时，还会向同学们普
及一些中山历史故事、建筑风情、人文记忆，
讲起对应年代的中山城市形象、城市精神。

“这10张照片，都拍自不同角度、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正如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一样，从多角度看事情、想问题，能够获得
的也更多”“人生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
持着如龙舟扒手般的拼劲，奋勇争先、顽

强拼搏”……曾旻雨在照片讲解中巧妙地
融入人生哲理，台下的学生们若有所思，
在不知不觉中实现“润物无声”。

■好人工作室带动更多人行好事
2017年，曾旻雨被评为“中山好人”。

次年，“曾旻雨好人工作室”成立，这是中
山首批 4个“好人工作室”之一，也是全市
第一间有实体工作室的“好人工作室”。多
年来，曾旻雨以“好人工作室”为主阵地，
不断发挥阵地“据点”作用，广泛链接更多
好人和资源链入工作室，凝聚广泛力量办
更多好事、开展更有意义的文明实践。

曾旻雨笑称，通过走街串巷的纪实摄
影创作，他还成为了好人模范“挖掘机”。
此前获评“中国好人”的林以忠、“广东好
人”的冯柏星、“中山好人”的陈焕标等人，
都是他发现的。如今，这些人都成为了“曾
旻雨好人工作室”的成员。他们常常一起
到社区、到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文明实践
活动，不厌其烦地向更多人讲述“好人故
事”、传递好人精神。不仅如此，他们还在

石岐中学和石岐体育路学校设立了“好人
工作站”，身体力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2023年11月，中山市中等专业技术学
校国家示范“小电匠”家电义修志愿服务
队与“曾旻雨好人工作室”共建中山“小电
匠”家电义修合作，推动资源联动共享。两
年来，双方在石岐街道为社区居民举办了
多场家电维修志愿服务活动。

如今，《石岐老街》的系列摄影创作仍
在继续，他还将镜头对准了火炬高新区、
西区街道马山旧改区域、小榄镇等地方，
组成多个纪实摄影专题，并公开发布 4000
多张纪实照片。

在这些影像的传播过程中，曾旻雨认
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热爱中山的人，
他们通过网络、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广
泛传播城市纪实图片，为中山“文化兴城”
贡献力量。他说，今后还将持续用镜头记
录中山的一花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景，
让 10年乃至 100年后的人，能通过这些照
片，看到今天中山的真实影像。

用镜头记录中山四十年
“中山好人”曾旻雨采用“摄影+公益”方式，带动更多人行好事

本报记者 江慎诺

“今天的影像，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是中山本土“60后”摄影师、

“中山好人”曾旻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谊，他已坚

持拍摄中山整整40年。近些年，他除了依托“曾旻雨好人工作室”，不断发展

壮大好人队伍、传播好人故事，还格外专注于纪实专题《石岐老街》系列拍

摄，并采用“摄影+公益”的方式，将精品佳作送入社区、送进学校，讲述影像

背后的故事。

从苏丹到中国：

“中非奖学金”铸就
非洲博士的中山科研路

作为来自苏丹的留学生，Hamza
Mokhtar（哈姆扎·穆合塔尔，以下简称

Hamza）是“中非友谊”中国政府奖学金

项目的受益者。在项目的支持下，他获得

来中国学习的机会。2023年6月，Ham-
za在长春理工大学毕业后，到中山再续

科研之路，致力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调优网络、提升网速，使实时大数据在传

输高峰期避开拥堵，“跑”得更快。

统筹/谢琼 周闪雨
采写/方馨娉 摄影/盖刘宝 易承乐

Hamza在做相关实验。

Hamza在讲解远程医疗。 Hamza在医疗实验室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