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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嫦娥六号在历史上首次

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人类探月

迈出的全新一步，也是我国建设航天强

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类开展

了 100 多次月球探测、10 次月球正面采

样返回，但月球仍有诸多未解之谜。月

背因路途险阻，鲜有人类涉足，更是蒙

着神秘“面纱”。

勇于创新，方能阔步前行。

嫦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嫦娥

四号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嫦娥五号带

回月球正面月壤，嫦娥六号如今采回月

背样本。一个个中国“首次”、世界“首

次”，持续闯向科技创新“无人区”，不断

拓展着人类的知识厚度。

借助这次采回的月背样本，科研人

员可以对比此前月壤，深化对月球成因

和演化历史的认识。多项研究同时开

展，还将为不同学科的基础前沿注入新

鲜力量。全世界都在期待，这份“珍宝”

能为人类探索自然奥秘带来更多惊喜。

善于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从载人航天“三步走”到探月工程

“三步走”，数十年来，中国航天人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以“十年

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

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远大

目标逐渐变为现实。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建设科技

强国的一条重要路径。以嫦娥六号为

代表的中国航天事业，正在为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是什么”“怎么走”作出

生动诠释。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一

份争分夺秒的时间表，更新了中国探月的

任务书。月球是人类向宇宙进发的第一

站，月球探测之后，更有深空探测不止步。

仰望星空，更觉人类是相互依存的

命运共同体。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

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嫦娥六号搭载 4 台国际载荷，开展

了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嫦娥七号将搭

载 6 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国际合作机

遇继续开放……同命运、共梦想，中国

人逐梦太空的大门一经打开，全人类探

索宇宙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向着星辰大海，勇攀科技高峰的中

国，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人类探月新一步 中国航天新起点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宋晨 徐鹏航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不法分子

通过 AI 技术生成几百到上千字的文

本，再配上貌似和此文本具有相关性

的虚假图片，从而形成一段看起来信

息量很大，但实际上子虚乌有的谣言，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AI 谣言”有何特点？其一，成本

更低。仅仅动动手指键入“关键词”，便

可瞬间生成内容猎奇、形式新颖、传播

较广的虚假新闻。如，被媒体曝光的某

MCN机构在最高峰一天能生成4000至

7000条谣言。其二，收益更高。有的网

络平台会向流量高的内容和用户支付

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刺激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AI 技术批量生产谣言。上述

MCN 机构最高的一条谣言收入有 700

元，初步估算其每天的收入在1万元以

上。其三，更具迷惑性。AI技术生成的

文本兼具新闻风格，生成的图片更是精

美和高清，颠覆了“有图有真相”的常规

认知，不免让人萌生“真假难辨”之感。

作为一种新型谣言传播趋势与犯

罪手段，AI 谣言的危害亦不容小觑。

比如，有报告显示，近两年 AI 谣言中，

涉经济与企业类谣言占比最高，达到

43.71%。而近一年来，上述 AI 谣言的

增速更是高达 99.91%。长此以往，企

业和企业家的形象声誉势必将被严重

扭曲，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也会遭受

重创。再比如，涉及公共秩序、食品安

全、民生领域等方面的 AI 谣言，极易

引起公众恐慌，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技术是中性的，但一切技术的使

用过程都承载着人们的价值观。AI

技术被应用于批量生产谣言，受苛责

的不应该是技术本身，而应是背后的

“黑手”，即那些受“流量经济”刺激的

别有用心者。去年 12 月以来，全国公

安机关累计排查网络谣言线索 8 万余

条，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 1 万余起，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500 余 名 ，行 政 处 罚

10700 余人，开展公开辟谣等 4200 余

次。2024 年是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

行动年，以雷霆手段整治那些既无法

律观念也无道德底线的不法分子，正

逢其时，至关重要。

阻击谣言注定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需要各方携手合作、形成合力。一

方面，平台在刺激创作的同时，也应尽

到消除虚假信息传播的责任，通过更严

格的信息过滤、账号处理等，让流量生

意无利可图。另一方面，相关治理手段

也要迭代更新，通过利用技术识别伪造

内容，让识别谣言的精准度更高、阻击

速度更快、打击力度更强，斩断造谣背

后的黑灰产业链。此外，广大网民也要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个

人网上言行，不断提升识别防范抵制

网络谣言能力。 来源：南方日报

选择好出发地和目的地，无人驾

驶载人航空器一键起飞；仿生机器人

能歌善舞，还能完成特殊地形探索、救

援、高危作业……在 2024 世界智能产

业博览会现场，众多全球智能科技领

域最新成果表明，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打造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发展人工智能

要以产业应用为目标，要在促进产业

跨界融合与转型升级上出实招。

在技术攻关上出实招，努力实现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赶超。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方面与国际最

高水平仍有差距，要加大对 AI 大模型

底座、算力软硬件等核心技术方面的

持续投入，布局战略性、前瞻性的人工

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要加

强研发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缩小与世界最高

水平之间的差距，力争在细分领域与

垂类应用实现赶超。

在“AI＋行业应用”上出实招，为

千行百业的转型升级与整体跃升提供

技术赋能。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坚持

以赋能实体经济、支撑社会发展为战

略主线，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研发

体系和应用生态。应进一步发挥我国

产业链完善、需求规模大、产业配套全

和应用场景多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形成完善

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为经济社会各

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在人才培养上出实招，为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打牢坚实人才基础。人才

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没

有源源不断高质量人才队伍的支撑，

发展人工智能就流于空谈。一方面，

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让拔尖人才不

断涌现，大力培养有学科知识储备、熟

悉产业运营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另一

方面，要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产学研

携手，实现共赢。

推动“人工智能＋”向纵深推进，

我们必须做实事、亮实招、下实功，方

能在AI浪潮中成为真正的“弄潮儿”。

世间万物，生命最宝

贵 ；百 业 兴 旺 ，安 全 最 重

要。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集体要讲安全；小到一个

家庭、一个人也要讲安全；

各 行 各 业 更 必 须 讲 究 安

全。近年来，我国安全生

产形势虽呈现稳定好转局

面，但一些行业领域大小

事故仍时有发生，这也间

接说明一些人的安全生产

意识树立得还不够牢固，

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掌握

得还不够全面。

安全是生产的前提和

基础。安全的生产工作环

境，可以避免设备和设施

因事故而损坏，降低维修

成本和停机时间，确保生

产设备的正常运转，也能

降低甚至消除人身安全隐患，使员工

可以安心投入到工作中，有助于维持

高效的生产秩序。全面的安全知识和

严谨的安全意识，也会培养员工规范

的工作态度和习惯，进而提升工作质

量和效率，推动生产的顺利进行。

生产中的安全至关重要，这是企

业生存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首先要保障员工生命的安全和身体健

康。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确保

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不受到伤害，是企

业应尽的基本责任。要严格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采取丰富多样的

形式向员工宣传安全发展理念、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安全文化

等。其次要做好一系列安全措施，避

免生产中断，降低经济损失。因为安

全事故一旦发生，就会严重影响生产

进度和企业效益，事故出现后造成的

一系列损失也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更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形象和

市场竞争力。要详细制定实效性强的

安全方案和安全措施，层层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层层加压加强督导检查，堵

住每一个漏洞，全面彻底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

安全是土壤，生产是大树。土壤

越肥沃，大树才能生长得更加茂盛；大

树生长茂盛，落叶归根，才能更好滋养

土壤。所以，安全与生产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没有安全，生产将无以为继；

没有生产，安全将是一纸空谈。作为

生产企业，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安全与

生产的关系，不遗余力做好各项安全

生产工作，为企业稳健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来源：青海日报

让AI谣言无处遁形
静子

人工智能要在赋能实体经济上出实招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尹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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