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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年一度的
吐鲁番葡萄节举办。今
年 丰 收 的 “ 无 核 白 ”

“ 美 人 指 ”“ 马 奶 子 ”
“加浓玫瑰”等 216 个
品种的葡萄集中登场，
让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大
开眼界。

图为游客们在参观
各品种的葡萄展品。

王 菲摄
（新华社发）

图为一名来自德国的技术人员展示可跟随人的动作的机器人。 李 欣摄 （新华社发）图为一名来自德国的技术人员展示可跟随人的动作的机器人。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骚扰电话正成为全社会的“牛皮癣”。根据中
国互联网协会“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
理中心”数据，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该中心
收到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1.6万件次。这还
只是举报量，实际发生量更难以估量。有统计显
示，仅去年“双十一”期间，某安全软件每天拦截骚
扰电话就达 1.6 亿次，日均拦截垃圾短信数量达
9011万次。骚扰电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顽疾。

新华社近期一篇调查报道指出，骚扰电话已
形成利益产业链，但相关监管却不到位，部分地
区公安、工商、网信、运营商等均表示不归其
管。追问监管缺位的形成原因，对骚扰电话没有
定义是不能被忽视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骚扰
电话”尚未被明确为法律名词，一定程度上凸显
了它的复杂性。一则，电话推销是一种合法的营
销方式，到什么程度才算“骚扰”具有主观性，
当前主要靠消费者自发标记的形式来体现；二
则，骚扰电话包含电信诈骗，自去年徐玉玉案发
生以来，最高检先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出台 《关
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后与最高法出台《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了电信诈骗的一般情形和追责机制。以上，在
合法和违法之间形成“灰色地带”，导致一般意义
上的骚扰电话成了监管盲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骚扰电话是无解难题。
去年送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未经消费者明
确同意或者请求，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的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发送商业性电子信
息或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其中提出把“消费
者同意”作为前置条件的思路就颇为可行。只有
解决了“打给谁”的问题，才能依次捋清“谁在
打”“怎么打”。先说“谁在打”，如果消费者未曾
授权即收到电话，对方就已构成“骚扰”嫌疑，
尤其在没有告知联系方式的前提下，对方如果通
过信息购买的方式获知，更可追究刑事责任。又
如“怎么打”，保监会规定电话销售时间并全程录
音就有启发价值，其思路是充分考量消费者感
受。此外，对于用“呼死你”“一声响”等反复拨
打、用不同号码轰炸性拨打等行为，也应出台具
体举措。

将骚扰电话纳入监管后，如何保证有效落
地，需要形成全社会的治理合力。首先是网络和
电信运营商负起管控责任。此前一些骚扰电话之
所以大行其道，网络虚拟号码以及电信非实名号
码的泛滥是一大原因。对此，可从号码管控源头
入手，严格限制一张身份证的登记卡数，限制电
话呼出次数和时间，有需要可另行申请。其次，
一些商家和信息收集单位应正视自己的信息保护
责任，不可轻易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更要形成
内部安全机制。再者，消费者可以形成监管力
量，通过一些安全软件对骚扰电话“全民标记”，对部分严重情形提
交12321处理。最后，相关部门要负起兜底责任，既从法律规定上明
确定义骚扰电话，也要通过制度惩戒明确底线，不仅要及时搜集与
核实民众反馈，联合各部门对一些号码进行禁呼、封号处理，更要
从失信制裁、跟踪处罚等角度上予以规制。

网络时代更需要“信息避难所”。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正
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进入监管视野。
把个人信息看成一种权利，并且通过
立法、执法保护这种权利，对骚扰电
话说“不”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据《南方日报》）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快速扩大，成为世界机器
人大国。然而现阶段，中国还不是机器人强国。中国每万名
工人中机器人的占有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核心零部件和技术
还主要依靠进口。此外，不少机器人的“智力”还相当有
限，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赶超发展的突
破口。

人工智能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基础支撑，各国纷纷加强谋
划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不久
前，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对人
工智能进行系统布局。在面向2030年的战略性部署中，中国
明确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步走”目标，推进人工智能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以人工智能为依托的机器人将越来越多
地走进人类生活，人类将逐渐进入智能社会。王飞跃认为，
要想让机器人渗透到人们生活，真正实现智能社会，一定要
把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建立知识库、大数据库、面向各
类具体问题的智能系统等。“这不仅要有技术，还涉及整个社
会体系、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等。”

专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未来机器
人将拥有更强大的“大脑”，也将越来越像“人”，机器人产
业的智能化发展有望迎来春天。未来医用、商用及生活消费
类机器人将全面走向市场，机器人与人类关系也将越来越密
切。

“千百年来，大运河如血脉般流
淌。故宫与大运河渊源颇深，故宫博
物院单霁翔院长曾说过，紫禁城是运
河漂来的。”日前，故宫博物院常务
副院长王亚民表示。

故宫博物院，是一座特殊的博物
馆。故宫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
线的中心，是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宫，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
整的木质结构宫殿型建筑。据说，故
宫总面积达 72 万多平方米，传说有
殿宇宫室 9999 间半，被称为“殿宇
之海”，气魄宏伟，极为壮观。

如此宏伟的建筑，仅靠北京本地
的建筑材料，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其
余的砖石、木料等物，要如何运抵北
京呢？答案有一个：相当一部分是顺
着中国大运河“漂”来的。当然，这
个“漂”是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指它
们由河运而来。

据资料记载，明成祖朱棣下令修
建紫禁城，参与紫禁城工程建造的工
匠多达百万。以故宫三大殿前后的御
道石为例，这些石块每块长 16 米，
宽3.17米，重量超过200吨，为运送
这些巨石，动用的民工超过两万人。

再说木材，那时，最初为紫禁城

采伐的木材是产自西南地区崇山峻岭
之间的珍贵木材——楠木。据王亚民
介绍，仅以故宫乾清宫为例，据老工
匠 估 算 ， 从 地 面 到 顶 层 大 约 用 了
5000 立方米的木料，一座宫殿所用
材料数目就如此惊人，更不用说整个
故宫所需的木材了。

修筑紫禁城所耗费的砖石数量同
样巨大。据统计，整个工程仅用砖便
多达 8000 万块，其中许多砖块来自
山东临清。王亚民说，铺就太和殿、
中和殿、保和殿大殿地面的金砖产自
苏州，是经历了繁琐的烧制工艺后制
成的。

由此可见，建造紫禁城很多材料
堪称集合“全国之最”。且不说别
的，登上太和殿，看到的盘龙柱都十
分高大，其重量可想而知。数量众多
的砖石、庞然大物一般的楠木……如
果走陆路，运输工作何其繁琐。

古代中国人民用智慧完美的办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位专家告诉笔
者，明朝时候运输紫禁城的工程材
料，京杭大运河发挥了很大作用，

“比如来自云贵等地的巨大木材，砍
伐之后通过当地河道转入长江，再漂
至运河，最终抵达通州码头，再运到
建筑现场”。

有趣的是，专家说，那些巨大的
木头在河水里漂了一路，抵达北京的
时候由于长时间浸泡，木材本身所含
的树胶已经被冲洗掉，一举两得。在
此基础上，再加上其他一些辅助手
段，最终将那些巨大的石块等顺利运
到建筑现场。

600多年前，就是借助上述充满
智慧的手段，那些数量众多、体型巨
大的材料被顺利运到北京，最终在工
匠的巧手之下变成一座庞大的宫殿建
筑群，至今仍然受到世界瞩目。

（据中国新闻网）

大运河如何“漂”来紫禁城
上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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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步入智能化新航道新航道
赵鹏飞 张 莹

吐鲁番：216种葡萄斗艳

手术机器人、钢琴机器人、书法机器人、仿生水母……日前，各

种各样的机器人亮相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向人们展示了机器人产业

快速发展、人类生活迎来巨大改变的图景。专家表示，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成为最重要的技术发展趋势之

一，全球抢位发展态势明显。未来智能机器人的种类将越来越丰富，

也将更加广泛、深入地走进人类生活。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
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加快
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机器人产业由
此迎来快速发展期，产业规模不断攀升。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分析，2016年全球机器人产
业规模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其中工业机
器人达 147亿美元，占比 63%。特别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各国加紧进行战略布局。去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为29万
台，中国消费总量达8.9万台，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市
场。

“中国制造2025”将机器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后，中国
又陆续出台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据统计，中国近5年机器
人产业规模增速基本保持在 20%以上，预计今年产业规模
将达到62.8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比例从25%提升到30%以
上。中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认为，世界机
器人产业格局正在发生三大深刻变革：机器人由硬竞争转
向软竞争，软件系统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成为未来机
器人竞争的关键；由已知领域应用的竞争转向未知领域应
用的竞争，各种颠覆性技术将体现在未知领域应用的爆发
式增长和大量潜在的新产业、新业态的衍生方面；由产品
竞争转向生态竞争，未来市场竞争将超越产业企业界限。

削面机器人数年前已出现在厨房中，写稿机器人用25秒写
完九寨沟地震的速报，京东的物流机器人形成一套完整的“无
人配送”系统……随着机器人产业的深入发展，其在各行各业
大显神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据统计，中国去年的机器人替
代率同比增长了30.9%。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认为，企业选用机器人替代人工，
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节约成本。机器人可以胜任相对
简单、标准化、流程化的工种，并将从单一的劳动工具逐步上
升为人类的工作助手和生活伙伴，在家庭生活、医疗等方面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面对中国机器人需求的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威胁论”渐渐
响起，不少人担心，机器人会带来失业潮吗？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员王飞跃认为，机器人的应用会使许多领域的传统岗
位消失，低技能工作将实现智能装备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只
是让人类生活变得更舒适的工具和手段。靠专业分工，我们才
走到了今天。人机分工实际上是，该人做的让人做，该让机器
人做的让机器人做。”他说。

如同火车的出现淘汰一些挑夫却也造就一批铁路工人一
样，许多工种在科技进步时发生变化，新的就业机会也会因此
出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认为，人类没必要害怕机
器，而应该让机器去做人做不了的事情。此外，未来机器人更
加深入辅助人类工作之时，对人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
要加强人员的技术能力，去做一些机器人无法做到的工作。”

图为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游览。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