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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时代，

软件行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

关键力量。 在软件开发行业中，

周可心以卓越的专业能力和不

懈的创新精神，脱颖而出，成为

软件开发领域的杰出引领者。

在大学学习期间，周可心对

计算机科学展现出了极高的热

情。 他一头扎进算法设计、数据

结构、操作系统以及网络通信等

高级课程的学习研究中，并通过

反复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逐

步构建起了坚实深厚的计算机

科学理论知识体系。 他积极参与

学校的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在

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渐掌握了软

件开发与系统架构设计的精髓，

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毕业后，周可心毅然投身于

软件开发行业。 他的职业轨迹遍

布公共设施、可穿戴设备、医疗

器械、安防系统以及芯片技术等

多个前沿领域。 在这些领域的软

件开发工作中，他凭借顽强的毅

力和精湛的技术，一次次突破技

术壁垒， 逐步掌握了前端开发、

后端开发、数据库管理、服务器

配置以及

API�

设 计 等 关 键 技

术。 他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具备了从软件产品设

计、开发，到测试、部署、维护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成为一名

优秀的全栈软件工程师。

周可心深知

IT

技术更新换

代的速度极快，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他将“唯

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核心竞争

力” 这句话铭记于心。 为了紧跟

技术潮流，他养成了每天写技术

日志的习惯，详细记录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方案。 同时，他持续关

注行业动态 ，钻研新知识、新应

用， 不断拓宽自己的技术视野。

凭借着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不

懈探索，周可心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创新成果。 他成功研发出多款

新型智能化软件开发工具，包括

“软件开发辅助工具服务平台”

“基于模组的一站式图形化嵌入

式解决方案平台” “智能图形图像

制图设计管理软件”“

AI�

智能计算

数据分析系统”等。这些工具融合了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实

际应用中， 这些工具不仅显著提升

了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 改善了软

件产品的用户体验， 更成为多个行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周可心在软件开发行业的创新

实践和卓越成就， 得到了各界的广

泛认可和赞誉。 他先后荣获中国科

学家论坛颁发的“‘十四五’软件开

发行业科技创新先锋人物”“

2022�

软件开发行业科技创新优秀发明成

果” 等多项国家级殊荣， 并被权威

机构聘请为“大国创新智库”客座教

授， 成为我国新一代软件开发工程

师中的领军人物。

如今， 周可心依旧在软件开发

领域不断探索前行，持续创新。相信

在未来， 他将继续秉持对技术的热

爱与执着， 为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 引领软件开发行业

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田青）

周可心

软件开发领域的创新引领者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 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活力。 托云牧场通过挖掘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不仅为乡

村产业振兴赋予文化内涵， 还依

靠能人带动， 为当地职工群众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富民的“新

引擎”。

近期， 托云牧场帕米尔刺绣

合作社负责人吐孔·沙热带领合

作社的姐妹们赶制一批新订单 ，

她们熟练操作着缝纫机， 一件件

图案精美、 色彩艳丽的刺绣很快

就呈现眼前。

吐孔·沙热是土生土长的牧

场人，从小热爱刺绣技艺的她，也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绣娘”。 为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促进牧场妇

女增收，

2015

年， 托云牧场筹措

资金，购买缝纫机、布匹、丝线、刺

绣机等，帮助吐孔·沙热办起了帕

米尔刺绣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 凭借着独特

的民族风格，规模不断扩大，社员

逐渐增加，原有的缝纫机、刺绣机

等传统设备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

在三师图木舒克市各级部门积极

争取下，吐孔·沙热成功申请到援

疆资金，为合作社扩充场地、购置

智能刺绣机等设备， 进一步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

对吐孔·沙热和她的姐妹们

来说， 这笔援疆资金解决的不仅

是扩大规模和购买设备， 更为帕

米尔刺绣合作社的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为她们给足了发展的信心。

吐孔·沙热开始全身心投入合作

社，她不仅自己绣，还手把手地将

刺绣技巧、 色彩搭配等技能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每名社员， 带领一

批又一批刺绣爱好者就业增收 ，

也让柯尔克孜族刺绣这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和

发展。

柯尔克孜族刺绣

2008

年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刺绣表现形式多以日月

星辰、 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为题

材，主要用于装饰服装、枕头、布

单、毡毯等手工制品。 由于色彩鲜

艳、花纹精美，不断吸引年轻人参

与其中， 发展和传承柯尔克孜族

刺绣。

2020

年， 吐孔·沙热被评为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致富带头人 ，

她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带领

牧场妇女不断探索合作社发展模

式， 从单一的民族服饰制作转变

为演出服装、毡房饰品、文创用品

等

10

余个产品类型制作的综合

性刺绣合作社。 在设计理念方面，

积极融入现代元素， 设计出符合

消费者喜好的刺绣产品， 让绣法

更加多元、图案更加精致、取材更

加丰富。 如今，合作社社员发展到

60

余人，年销售额

20

余万元。

“我们合作社承接的订单类型

很多，有服饰、室内软装文创等，

主要销往乌恰县、 克孜勒苏克孜

自治州、 乌鲁木齐市、 广东省等

地。 ”

1

月

14

日，吐孔·沙热说，为

有效拓宽产品销路， 她积极学习

网络直播这一新兴营销方式。 生

产淡季，她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

网络平台， 将刺绣产品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

谈到网络直播带来的便利 ，

吐孔·沙热说：“直播具有销售渠

道广、场地不受限等优势，所以我

积极学习直播带货， 想利用网络

增加合作社整体收入。 ”

从个人爱好到带动牧场妇女

一起制作绣品， 从开发刺绣产品

到成立合作社，吐孔·沙热潜心钻

研刺绣技艺， 在三师图木舒克市

及牧场的大力支持下，让“指尖技

艺”成为绣娘们的幸福“秘籍”。如

今， 柯尔克孜族刺绣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三师图木舒

克 市 这 片 大 地 上 绽 放 出 新 的

光 彩。

（高磊 木了得·哈巴西 胡晓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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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绣娘”变身致富带头人

吐孔·沙热与帕米尔刺绣的

破圈之旅

村里的奶茶店

开到了高铁站旁

“欢迎来品尝奶茶， 今天正式开业有活

动！ ”日前，被称为“第一眼扬州”的扬州印象

馆正式开业，生态科技新城夏桥、王集两个村

的工作人员姚琪、魏权在一家奶茶店前忙着招

呼客人。村里的工作人员怎么在商场里吆喝奶

茶？ 原来，这是夏桥、王集“敢吃螃蟹”，合伙投

资开了一家奶茶店。

夏桥村位于新城万福商务区， 扬州高铁

东站就在这里。 为了服务高铁通车， 村里农

业、 工业都不适宜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成

了难事。

“干不了农业、工业，我们就干服务业。 ”

夏桥村党总支书记张迅捷说， 群众缺什么，就

提供什么。

从这个思路出发，夏桥村将目光锁定在

网约车司机这个“两新 ”群体身上 。“我们在

东站设立了党群服务暖心驿站 ， 日常备足

水、充电器、常用药等供司机取用 。 ”张迅捷

介绍 ，在服务过程中了解到，司机们需要一

个距离扬州东站近 、价格优惠 、排队时间较

短的洗车点。

有需求，就服务。 夏桥村经过谋划，在扬

州东站对面碧云路网约车停车场打造了便民

自助洗车点。“我们购置了两台自动洗车机，

一次只收

10

元，每次洗车只要

5

分钟。 ”张迅

捷介绍，价格实惠、时间短，洗车点开业以来，

已经有了约万元的收入，日均洗车

50

辆。

“在这儿洗车真方便， 我们在等客的空

隙，就能洗个车，不耽误拉活。 ”网约车司机胡

利开心地说，“听说春节洗车也不涨价！ ”

着眼“新业态”发力，夏桥村决定干一票

“大”的。“扬州印象馆是我们看着建起来的，

作为扬州高铁东站站前重要的商业综合体，我

们如果能在里面开一家店，一定能帮助村集体

增收。 ”张迅捷脑海中闪过开奶茶店的主意。

想法很大胆，行事需谨慎。 因为投资体量

大，夏桥村找来王集村“入伙”，从市场考察 、

挑选品牌、拜访加盟总部到招店员、学技术，每

一步都认真研判推进。 今年元旦，这家助力乡

村振兴的奶茶店在扬州印象馆开门试

营业。

“周边一直没有这种网红奶茶店，以前想

喝要跑好远，现在太方便了。 ”在扬州软件园

一家数据企业上班的丁梓芯趁着午休前来打

卡。 正如她所说，这家奶茶店填补了这一片区

的业态空白，在服务高铁旅客的同时，辐射扬

州软件园、扬州数据产业园、中航研究院研究

生 院 等 周 边 园 区 、 学 校 ， 目 前 日 均 销 量

150

杯。

不断地尝试， 让夏桥村集体经济发展呈

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经营性收入从

2023

年的

278.09

万元增至

2024

年的

308.74

万元。“预

计洗车点和奶茶店步入正轨后，年收益都能达

到

20

万元， 今年我们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将

迎来新增长。 ”张迅捷说。 （露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