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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的 北 京 ，刚 刚 经 历 一 场 小

雨，迎春花展开金黄的花瓣，玉兰含苞

待放，处处传递着春的讯息。

从创新前沿的实验室，从春耕播

种的田间地头，从灯火通明的港口码

头，从热火朝天的车间工地……代表

委员们纷至沓来，相聚首都，出席全国

两会。脚下沾着泥土、心中装着人民，

一年来沉淀的智慧结晶、积攒的奋进

力量，将在这个春天里交融。

2024 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胜利召开。2025 年，“十四五”规划

收官，“十五五”规划正待谋划，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大潮奔涌，中国式现

代化步伐坚实。

关键节点的全国两会，是凝心聚

力、擘画未来的盛会，是坚定信心、推

动发展的契机。从提振消费到科技创

新，从民生福祉到社会公平……代表

委员们有备而来，落笔有声，勾勒着一

个民族筑梦之路的日新日进。

人民的期盼汇入中国梦的锦绣

未来，铺垫发展蓝图的温暖底色。消

费、住房、教育、医疗、就业、托育、养

老……大家关心的，正是两会代表委

员关注的。一条条务实建言，传递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人民的各

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一项项具体

措施，激发人民生活改善、消费升级蕴

藏的巨大发展潜力。有效延续“稳”的

势头，坚定迈出“进”的步伐。

创新的因子激荡中华大地的无

限生机。DeepSeek 横空出世、人形机

器人迭代出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

创新驱动发展话题热度攀升……中国

如何聚焦前沿，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代表委员们将

目光投向未来。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个古老

而伟大的东方国度，正以蓬勃的活力，

向光向新向上而行。

这是春天的盛会，你我都是此刻

的参与者、历史的见证者、未来的创

造者。

阔步春风 共赴新程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这 两 天 有 一 个 很 有 意 思 的 新

闻。一位医学博主发文，“天都塌了！

病人 DeepSeek 后质疑我的治疗方案，

气得我自己又查了一遍指南，才发现

指南更新了……”截至 23 日 14 时，该

帖获得 15.2 万的点赞，近 3 万条评论。

而类似的新闻还不止一例。北

京某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分享了一

段使用 DeepSeek 辅助诊断复杂脑瘤患

者的经历，并对 DeepSeek 的表现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认为，DeepSeek 在处

理深入医学问题上的水平堪比省级三

甲医院专家，患者可以信赖其提供的

信息。

在某些层面，AI 确实展现了巨大

的潜力，甚至能取代医务工作者，给出

专业的诊疗意见。再联想到湖南严禁

互联网医院用 AI 开处方，这多少也说

明 ，可 能 有 些 医 务 工 作 者 相 当 倚 重

AI，以至于成了一个问题。

当然，现阶段就说 AI 能取代专业

的医生肯定不现实。诊疗所依赖的经

验和检查，AI 都是无法现实的，比如

AI 怎么可能触碰患者的身体呢？所

以，一些医院虽然引进了 AI，但仍停

留在看片、整理记录的层面，远远达不

到“天塌了”的阶段。

但 AI 确实在相当层面解构了“专

业知识”。人们过去相信像医务工作

者这样的知识群体，拥有着难以为外

人道的、高深的专业知识。但 AI 客观

上 将 之 祛 魅 ，还 原 成 最 原 始 的 样 子

——信息，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那

么就可以构建出专业知识，进行专业

的判断。

这也不仅仅是医疗，几乎所有被

AI 入侵的领域，都在经历专业知识的

解构。比如人们恍然发现 AI 可以写

出漂亮的文章，原来带有某种玄学、天

才意味，惯于用“惊风雨”“泣鬼神”这

种神秘色彩渲染的文学写作，竟然也

可以由 AI 来实现。

这再次说明，所有自我标榜的专

业知识，都有可能在 AI 面前现出原型

——当掌握的信息够多，专业知识就

不再有壁垒，所有的神秘感都会灰飞

烟灭。

AI 带来的或许是一场知识的革

命，它解构了专业知识，但也倒逼人去

重新定义专业知识。传统的“记诵之

学”、信息获取在 AI 面前已经不再有

优势，那么人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

当变成什么形态？

这 或 许 是 一 种“ 信 息 判 断 的 知

识”。AI 可以给出一连串诊疗、用药

方 案 ，人 能 不 能 选 择 出 最 合 适 的 一

个？AI 可以写出连篇累牍的漂亮文

章，人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一个？AI

可以整合出非常全面、专业的信息，但

这个信息的价值，可能终究需要人去

定义。

正如这两天一个有意思的新闻，

某诗歌刊物公开发文，怒斥用 AI 写作

的投稿人，并曝光了其中一些疑似 AI

创作的稿件。这或许说明 AI 还没那

么聪明，创作的文章终究是露出了马

脚 ；但 更 有 一 种 可 能 是“ 人 类 在 觉

醒”，人已经不再轻易被炫目的辞藻堆

砌所迷惑，人终究能从“专业知识”的

堆叠中，做出价值几何的判断。

总之，AI 的进步是惊人的，一个

个专业壁垒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但人

也必须进化，去重新塑造人类知识的

鸿沟，去适配专业知识零门槛的未来

语境。 来源：光明网

AI成为医生，也再次解构了“专业知识”

近日，湖南怀化的李先生因自家

住宅被认定为明末清初古建筑而陷入

两难境地。一方面，他的房子被列为

文物保护建筑，不能随意拆除或重建；

另一方面，随着家庭人口增多，现有住

房已无法满足居住需求。类似问题在

多地屡见不鲜。住宅成文物，本是文

化传承的幸事，却因居住与保护的矛

盾，成了许多人的“心头病”。

文物保护与居民生活需求的冲

突，本质上是文化传承与现实利益之

间的矛盾。不可移动文物承载着历史

记忆和文化价值，然而，对于文物建筑

的所有者来说，这些建筑首先是他们

的住宅，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当文物

保护限制了居民对房屋的使用和改

造，甚至影响了基本生活需求时，矛盾

便不可避免。

当前，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

护面临诸多困境。根据文物保护法有

关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

费用由所有人承担，而文物修缮的程

序复杂、技术要求高、费用昂贵，许多

人难以负担。尽管法律规定当地政府

应对无力修缮的所有者提供帮助，但

如何帮助、帮助到什么程度，却缺乏明

确的标准和实施细则。

缓解这一矛盾，首先需要完善法

律法规，明确政府与所有者的责任边

界。例如，设立专项保护基金，为非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提供资金支

持；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方式，减轻

所有者的经济负担。此外，还可以探

索“以房换房”的模式，为所有者提供

新的住房或宅基地。其次，文物保护

应注重“以人为本”，在保护文化传承

的同时，兼顾居民的生活需求。例如，

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在保留文

物建筑外观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

其内部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满足居住

需求。此前，有些地方探索了文物民

居所有者自己开放营业的模式，收入

用于修缮维护或改善生活，这种思路

也值得研究借鉴。此外，文物保护是

全社会的共同使命，通过宣传教育，让

更多人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民居成文物，既是文化传承的需

要，也应看到人们延续生活的痛点。

实现文物保护与居民生活的和谐共

存，显然不能靠“一刀切”限制，而应

找到文化与生活的平衡点。让文物

“活”得起来，居民活得安稳，还需多

想想办法。 来源：工人日报

民居成文物，需平衡保护与居住的关系
关育兵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等大事。自 2010 年提出

以来，“十件民生实事”逐

渐成为广州一年一度的

“保留节目”，十余年如一

日持续推进，在教育、医

疗、就业、住房保障、养老

等领域发力改革、助益良

多。一张张民生清单，彰

显着这座超大城市的为

民情怀，也诠释着“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不懈追求。

与往年相比，今年民

生清单更显力度之大、措

施之实。这不仅体现在

数 量 、覆 盖 度 上 加 量 加

码，更彰显于具体而微的

民生细节中。翻开本次

公布的民生实事清单，仅

教育领域就有 4 个，包括

促进乡村少年儿童素养

教育提升、增加托育、高

中学位供给等。此外，还

关注了地铁口交通环境

整治、以高质量服务推动就业创业、增

加全民健身活动场地等话题。一桩

桩、一件件，始终把准群众需求的“脉

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办好“10+1”件民生实事，不能停留

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更要找准思

路、用好方法、厘清步骤，一件接着一件

办、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做实。

民生工作面广量大，任何一件小

事乘以超 1800 万的城市常住人口都是

一项巨大挑战，必须找准政策发力点、

提高治理精准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入手，老百姓期盼什么，就朝什么

方向努力。比如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

能有更好的教育，老人能有更优的养

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是当前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务必推动

工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老百

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细微之处见真章。做好民生工作，

既要用心用情用力，也要耐心细心精

心。具体到民生实事上，老百姓对好日

子的想象与期待，总是细微而具体。从

一部方便上下的电梯、一块方便健身的

场地，到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病人看

病，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

向往。只有把民生实事的“颗粒度”磨得

更细，于细微处下功夫、在细节中见真

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不断增加

民生厚度、以“小确幸”绘就“大幸福”。

民 生 实 事 ，要 点 在“ 微 ”，更 在

“实”。对广州这座超大城市而言，每天

面临的民生问题纷繁复杂。其中，既有

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老问题，也有市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既有城市更新

进程中遇到的新挑战，也有提高城市精

细化治理水平道路上碰到的新考验。对

此，务必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不断消弭

群众需求与实际效果之间的“温差”。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

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当

念之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把惠民生、暖民心、顺

民意的工作落到行动中、做到心坎上，

就能让老百姓底气更足、笑脸更多、生

活品质更高。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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