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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虚拟

人物的现象引起关注。通过收集照片、

语音等资料，该技术能生成已故亲人的

影像，为部分家庭提供情感寄托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人工智能得以较为逼真地还原人物

影像，离不开大模型的应用。以高质量

的数据为训练“养料”、以高性能算力为

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了出色的内容

理解和生成能力。整理文档、写作代码、

检测零部件缺陷……人工智能技术逐渐

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辅助。随着技

术的更新迭代，更高效的人工智能应用

将在未来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给社会

治理、伦理道德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以

生成人物影像为例，人工智能技术在收

集、生成数据时，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肖

像权。打破真实和虚拟的边界，让亲人

再 次“ 重 逢 ”，也 存 在 一 些 伦 理 上 的 争

议。进一步说，如果相关技术被恶意使

用，还可能引发制造虚假信息、诈骗等违

法活动。此外，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创作活动，是否会侵犯知识产权等，都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

摸索和防范。

更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要前瞻研判相关风险，守住

法律和伦理底线。在发展和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引导人工智能

应用朝着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对此，我国做出了不少有益探

索：为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和侵权，2023年出台《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公序良俗。

如何与人工智能“朝夕相处”，关键在使用工具的人。从更

大的时间跨度看，纵观人类文明史，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

时代，到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再到当前的信息时代、智能时代，

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冲击着人们的固有经验与思维定式，

每一次我们都在挑战中迈向了新阶段。相信通过前瞻研判风险

挑战、健全保障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加强全球合作与对话，我

们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增进社会福祉。

拥抱更美好的智能时代，我们更需厘清技术的边界。未来，

或许人工智能会让一般的知识生产打折扣，但我们不应失去创

造性；或许虚拟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不应让真实世界的意义

消散。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只是辅助工具，在计算和逻辑之外，

还有更美好的世界，值得我们不懈努力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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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需要前瞻研判相关
风险，守住法律和伦理底
线。在发展和规范之间找到
平衡点，引导人工智能应用
朝着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

本报香港 4月 8日电 （记者陈然）4 月 8 日上午，“雪龙 2”号

极地考察船和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 5
天的开放日交流等活动。“雪龙 2”号访港筹备委员会联合香港

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在尖沙咀海运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2004 年 10 月，中国第二十一次南极考察出发之际，“雪龙”

号极地考察船在香港举办了开放日等活动，受到香港市民的热

烈欢迎。时隔 20 年，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乘坐“雪龙 2”号

考察船再次停靠香港，并举办一系列活动，将促进内地和香港科

研机构在极地研究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增进香港市民对国

家极地考察工作的了解。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雪龙 2”号极地考察船还将举行面向

香港市民的开放日、极地科考展、与南极考察站队员视频连线、

极地科普讲座、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雪龙 2”号访问香港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张漫子）7 日在京举行的

部市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场推进会议传来消息：10 年

来，北京科技创新发展实现 6 个“创新跃升”、5 个“全球前列”，从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一跃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关键枢纽。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介绍，与 2014 年相

比，北京科技创新发展主要指标实现 6 个“创新跃升”。包括万

人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增 加 4 倍 多 ，从 48.2 件 提 高 到 2023 年 的

262.9 件 ；年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增 加 1 倍多，从 3136 亿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8536.9 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加 1 倍多，从

1.04 万家提高到 2023 年的 2.83 万家等。

2014 年至今，北京科技创新实现 5 个“全球前列”。英国施

普林格·自然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报告显示，北京

连续多年蝉联全球榜首；科睿唯安（全球知名科技信息服务提供

商）发布的 2023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显示，北京高被引科

学家数量在全球创新城市中位居第一；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清

华大学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显示，北京连续两

年位列全球第三；北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百强科

技创新集群》榜单中连续多年位居前列；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 6.83%，位居国际知名创新城市前列。

北京跃升为全球科技创新关键枢纽

本报天津 4月 8日电 （记者武少民）日前，原创民族歌剧

《山海情》音乐厅版在天津大剧院上演。该剧由国家大剧院音乐

艺术总监、指挥家吕嘉执棒天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多名艺

术家携手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出演。

民族歌剧《山海情》的剧本创作，在电视剧的基础上充分融

入歌剧艺术特点，在凝练的故事中塑造出真实可感的人物，音乐

创作充分吸收民间音乐风貌，台词表述具有鲜明特色。此次演

出的民族歌剧《山海情》音乐厅版，不仅在地方方言和音乐上保

持了原有特色，在剧情上也进行了精简提炼，人物刻画和叙事更

加流畅。

民族歌剧《山海情》在天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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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昌江，陆上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

“玲龙一号”外穹顶成功完成吊装，标志着“玲

龙一号”反应堆厂房的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

完成，为后续反应堆厂房封顶奠定了基础。

“与‘华龙一号’相比，‘玲龙一号’最突

出的特征就是一体化设计、模块化建造。”

中 核 集 团“ 玲 龙 一 号 ”总 设 计 师 宋 丹 戎 介

绍，通过一体化设计，大量安装工作都能够

在工厂内完成。这样一来，设备质量进一

步提高，而且造价更低、工期更短，为核电

设备的批量化、规模化生产打下基础。“玲

龙一号”预计 2026 年建成投运，每年发电量

可达 10 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88 万吨。

“玲龙一号”是中核集团继“华龙一号”

后的又一自主创新重大成果，是我国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功能模块化小型压水

堆。近年来，中核集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治理体系持续

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管道内清洁度检查，是核电站现场质控

重点工作之一。但由于部分管道内操作空

间狭小，常规检查手段经常无法达到理想的

检查效果。

针 对 此 类 痛 点 ，中 核 集 团 下 属 单 位 中

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管道内巡检机器人，克服了以往只

能依靠人工目视检查的局限性。如今，工

作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远程操控机器人在

管道内行走，实现检查画面实时回传、质量

问题拍照等功能，帮助判断管道内部异常

情况。

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创新实践，是

中核集团以数字化建设推进管理创新和流

程优化的一个缩影。

围绕核科技产业科研生产运营全过程，

中核集团创新产业数字化模式，逐步打造出

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场景。在核电建

设和运营领域，建成“智慧华龙”大数据平

台，实现各环节的数据交换与协作；在铀矿

勘查采冶领域，研发三维可视化数字铀矿勘

查平台，提高调控水平；在核燃料生产和元

件制造领域，建设现代化智能车间，提升生

产效率。

随着研发投入持续提升，中核集团创新

效益日渐显现，一批创新成果涌现：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建成投运、新一代“人

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实现 100 万安培等离

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中核集团

科技质量与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核

集团企业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2018 年的 3919
件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21987 件 ，年 均 增 速 达

53%。

为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活力，

中核集团着力在创新平台和人才激励机制

等方面下功夫，持续完善长周期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形成多层次育人阶梯。比如，在青

年科技人才方面，每年拿出近亿元设置“青

年英才”项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探索

性、前瞻性和颠覆性项目攻关；强化产教融

合育人，着眼卓越工程师培养，与清华大学

等 10 余所重点高校开展工程硕博士联合培

养工作。

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说，

中核集团将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先进完整、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体系，为

核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提升研发投入、激发人才活力，中核集团——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本报记者 韩春瑶

4 月的岳麓书院，绿荫如盖，山间庭院

春意盎然。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脚下、

湖南大学校园内。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之一，岳麓书院创办于宋代，是中华文明绵

延不断的一个缩影。

如今，这里的悠悠文脉不仅吸引着络

绎不绝的游客，也成为湖南大学思政课的

“移动课堂”。

一大早，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龙兵就

来到书院大门口，等待前来听课的学生。

这里是师生们的碰头点。“惟楚有材，于斯

为盛”，闻名四海的对联，昭示着这片土地

的人才辈出、文脉绵延。

“同学们不妨回想抗战期间，日本军

机低空盘旋，疯狂地轰炸岳麓山。爆炸声

接连响起，书院建筑毁于战火……”时值

清明前夕，龙兵一开讲，就把学生带入长

沙会战的情境。抚今追昔，是这堂课的课

程背景。

“当时还上课吗？”“学长们怎样奋起反

抗？”听完老师的讲述，同学们纷纷发问。

“有的师生投笔从戎，有的自愿到兵工

厂，还有的坚守实验室，迟迟不愿撤离。”课

本以外的内容，龙兵也能信手拈来。每次

备课，他都会反复查资料，有时在湖南省档

案馆一待就是半个月。

看着若有所思的学生，龙兵健步走向

讲堂。学生随行而至，抬头仰望，檐前匾额

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字字千钧。

1917 年起，这块匾额作为校训高悬于

此，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追求真理。青年

毛泽东曾寓居书院半学斋，推窗就能看到

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

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优良的学风早已有之，熏陶了一代又

一代青年学子。这回轮到龙兵发问：“从岳

麓书院到湖南大学，这里曾涌现出哪些风

云人物？”

“魏源”“黄兴、蔡锷”……响亮的回答

从人群里传来，不仅有学生，还有“蹭课”的

游人。

“还有呢？”

“蔡和森、邓中夏。”

“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得到大家

的积极回应，龙兵继续追问。

大二学生罗厚卿酷爱历史，他走上前

大声答道：“他们很多是经世之才，深刻影

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年轻人的知识积累和好学深思，收获

现场一阵掌声。

“老师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培养这

样的人？”龙兵边发问，边带着学生继续向

前走。

步入讲堂，正中摆放的两把古雅交椅，

为纪念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而设，“朱

张会讲”的盛景让人怀想。后方的木质屏

风，刻有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

龙兵指着其中一段文字，邀请几名学

生齐声念道——

“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

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

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

济斯民也。”

“我们学习成长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

禄，或者专事文字雕琢，而是传道济民。”龙

兵解释，“就是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要胸怀天下，心系百姓。”

历经千年，岳麓书院已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代表，赓续着历史文脉。

跟随龙兵的讲述，一个个故事串联古

今，现场学生听得入迷。

回望历史，观照当下。近年来，作为展

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思想成果的一个窗口，岳麓书院

发挥着独有的积极作用。

传道济民，赓续千年。“今天，身处中国

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希望同学们立志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龙兵说。

半堂课过去，原本的一小支队伍，变成

流动的人群。小学生、高中生、游客……与

历史和先辈近在咫尺，大家充满期待。

作为历史文化沃土，岳麓山有不少地方

成为思政课“移动课堂”的热门选择。走出

书院，讲爱晚亭与革命先烈的故事，探长沙

会战指挥部旧址，到湖南大学老图书馆旧址

触摸残破石柱上的弹孔……这里的每一处，

都见证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辛历程。

边走边悟，一栋红砖小楼映入眼帘，

这 是 不 少 湖 南 大 学 师 生 每 天 的 必 经 之

处。湖南大学红楼，是抗战长衡岳地区受

降地旧址。 1938 年，这里遭日军轰炸，受

损严重；1945 年，还是在这里，受降仪式举

行。龙兵翻出手机里的资料照片，展示当

时的场景。

“这堂课走过的路，也是走向胜利的

路。”课程临近尾声，龙兵说，“铭记历史是

为了更好地奋发图强。同学们，新的胜利

在呼唤你们。”

这一刻，穿行校园的人们不禁回头，他

们看到了一张张热情的青春脸庞。队伍

里，春天的气息浓烈着、鼓荡着。有名学生

听得聚精会神，身着的文化衫胸前，“中国”

二字格外醒目。

行进中，师生还交流着校园新闻：新版

思政课方案即将亮相，实践教学单独成课，

单计学分；“移动”思政课打卡点逾百，不同

主题线路正在设计……

探访岳麓书院探访岳麓书院，，感受历史文脉感受历史文脉——

一堂走着上的思政课一堂走着上的思政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超超

■解码·思政课怎么上R

◀龙兵（前排右一）在长沙会战指挥部旧址

前讲课。

▲爱晚亭。

▲讲堂内景。

▼岳麓书院大门。

▲“实事求是”匾额。

◀湖南大学红楼外景。

以上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大学

融媒体中心提供

▼湖南大学老图书馆旧址。

▲俯瞰岳麓书院（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