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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晚 8 点，《开学第一课》如期和大家见面。节目以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主题，打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历史长卷，通过讲述那些与五星红旗紧紧相连的高光时刻
与动人故事，带来一堂恰逢其时的“开学第一课”。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有一个鲜明的主题———爱国主义，
而且特别强调在新时代青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家一定也被盛大的活
动预告刷屏了。在此时进行关于爱国主义的“开学第一课”，可
谓恰逢其时。

在烽火硝烟的年代，无数烈士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
而在和平年代，中国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国内外复杂局
势，尤其是近期香港的乱象，更让我们深觉在青年中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习近平一直重视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他曾强调：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今年 1 月，习近平在天津考察调研时，来到南开大学，特
别提到张伯苓老校长有“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
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
之问。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不只是建校 100 周
年的南开大学，还有成立 70 周年的新中国，都需要将这“爱国
三问”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所以爱国主义，理应是今年开学第一课最好的主题。
如果你即将迈入新学期在内的人生新阶段，不妨来听听

习近平关于爱国主义的“开学第一课”。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
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
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
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

国”。对于青年来说，爱国无疑是最基本素养。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

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习近平
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幼年时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习近平在自述《我的文学情缘》中透露，自己五六岁时，母
亲在中央党校工作，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
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买回来之后，母亲就

给习近平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
“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

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习近平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
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他一直勉励年轻人，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从一开始就要树立报国之志。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
就一番事业。”2013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9 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这
样写道。

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
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2013 年 5 月 4 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
讲话

青年拥有爱国之情是不够的，更多的还是要用自己的实
践和奉献，为人民多做一些实事。

1985 樑年，习近平结识了当时是厦门大学学生的张宏 。习
近平带他去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的何厝村调研，指导他去正
定进行旅游经济学的社会实践，甚至亲自修改了他的关于正
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还给他讲自己在梁家河当知青时
冬天起粪的经历。

樑张宏 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道别。习
近平对他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
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
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

樑他还在张宏 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志存高远，行循自
然”八个字。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
务实、要实干。”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很多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将自己所
学，变成祖国实际的改变。

钱学森克服重重困难回国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寄

出过一封写在烟盒上的“求救信”，信件转交给周恩来后，经过
多方努力才让他结束了 5 年的软禁。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
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发至少向前推进了 20 年！2011 年，习近
平就参观过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
览，并在展品前不时驻足，仔细询问。

2009 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也毅然放弃国外优越
条件回到祖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
技术空白。2017 年 1 月 8 日，黄大年不幸因病去世，年仅 58
岁。他的爱国事迹也感动了习近平，习近平号召学习他“把爱
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
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听党话、跟党走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
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
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
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
期间，也正是无数的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
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把最美好的
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

革命时期，烈士赵一曼有一封写给孩子的遗书，至今读来
仍然感人至深。她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建设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以“钉子”精神挤时间
刻苦学习党的理论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改革开放之后的 1981 年，北大学子在燕园一起喊出“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迅速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新时代的“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委宣传部干部。她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
困发生率下降 20%以上。在黄文秀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么一句
话：“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
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
献。”这份入党承诺，她一直没忘记。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她
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 岁
的宝贵生命。

又是一年开学季，“爱国三问”，你将怎样回答？今年 9 月
份播出的《开学第一课》，或许会对你有启发。（摘自 学习强国）

开学第一课，让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爱国三问”

8 月 29 日 -31 日，“2019 世 界 人工 智 能大 会
（WAIC）”在上海召开，300 余家海内外重量级企业参加、
顶级学术大咖云集观点碰撞、人工智能（AI）前沿技术和
创新产品现场展示……

除了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高大上”
的新技术，还有会变脸、会跳舞、会织毛衣、会打麻将、甚
至给你的食物计算卡路里等“不务正业”的有趣小应用，
亮点多多，让人惊叹连连：AI 太聪明了！

自动驾驶、智能变脸、新款仿生机器人的视频展演
……大会展馆精彩的展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大
佬”们围绕 AI 开启一场场“头脑风暴”。两位地球“最强大
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也在开幕式上进行了一场“双马”对
话。围绕 AI 未来、火星移民、教育就业、科技未来与人类
命运等话题，两人“金句”频出。

AI 帮忙既喜又忧

AI 让工作失去意义？人们天天干点啥？
马云说，未来生命科学技术可能让人们活 100 年甚

至 120 年，甚至祖父、祖祖父还在工作，但这不是一件好
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工作呢？一周工作 3 天，一天工作
4 小时很好了。晚上可以去唱唱歌，跳跳舞，有了人工智
能之后，人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作为人的乐趣。

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未来的科技高度发达，让
所有机器都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所有人类劳动都被机器
所取代，人类无需工作只需享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比
简单、闲适。

马斯克也认为，今后 AI 会使得工作失去意义，人类
最后的工作可能就是写 AI 软件，最终可能 AI 自己都会
写软件了。

可是……机器太万能了，只要动动手指，万事俱备，
慢慢地，由于过度依赖智能设备，人们都退化成四体不勤
的大胖子。支在眼前的电脑屏幕成了生活的全部，离开屏
幕，他们不懂得如何与其他人交流，甚至无法生存……这
样的“幸福生活”你想要吗？

畅想未来既爱又怕

AI 会让世界更有爱吗？AI 会让世界更危险吗？
自从有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声音始终

不曾停止。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生前多次提出警告，人工智
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我们不确定我们会从
人工智能得到无限帮助，还是被无限边缘化，甚至毁灭。”

而马斯克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较为悲观，他多次强
调 AI 的危险性，甚至认为“AI 的危险远大于核武器”。在
这次的“二马”对话中，马斯克也说：“我不是个天然的乐
观或者悲观的人，但未来科技发展将会超越我们理解它
的能力。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004 年的经典电影《我，机器人》，现在看来依然很
有未来感，拥有了自己情感与思维的机器人，究竟是敌人
还是朋友？

对此，马云显然更为乐观。他觉得 AI 能够给全世
界、全社会打开一个新的篇章，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自己，
人工智能应该被用于解决地球面临的问题：“我很乐观，

我不觉得 AI 是一种
威胁、一种很恐怖的
东西，因为人类很聪
明。我觉得 AI 很好，
很有意思，我们会拥
抱它。”

就像《超能陆
战队》中的“暖男”
机器人大白：忠诚、
勇敢，作为一个医
疗机器人，不但能
治 愈 身 体 上 的 伤
痕，还能治愈心理
上的伤痛。而且一
改大家眼中精密、
高冷、金属质感的
机器人固有印象，
身材胖胖、最爱“抱
抱”、棉花糖般软绵
绵的形象，让人们
的心也忍不住跟着
柔软起来。

著名科幻作家，《三体》、《流浪地球》作者刘慈欣在
接受采访时，也曾多次提到对人工智能的想法与态度。他
认为：如果说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有点“危言耸听”，但是
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比我们还要聪明，想象力将是我们
的唯一优势。

高分美剧《西部世界》《爱，死亡和机器人》中，也探
讨了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和意识等更深刻的一些问题。技
术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是否应该引起人类
的警惕？

心 VS 芯片：人和机器谁更聪明？

“二马”对话中，马斯克举例说：计算机已经在很多
方面比人更聪明，AlphaGo 4：1 打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
石。而 AlphaGo Zero 则以 100：0 打败了 AlphaGo。人类差
的太远了，以后每个方面都会被计算机越来越多的超越，
这是肯定的。

而马云则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和计算机下棋很“愚
蠢”，100 年前人们创造了机器，但只有傻子才会去和汽
车赛跑。计算机可能更聪明，但人类有更多的智慧。机器
只有“芯片”，但人有“心”。人工智能并不会带来灾难，通
过改革教育体系能让人更有创意和建设性。

英剧《黑镜》里的经典一集，女主因思念去世的未婚
夫，搜集了其生前在网络上留下的所有痕迹，包括照片、
录像、语音、回答问题的逻辑等，生成了一个有着未婚夫
外貌、口音、性格、思维方式的人工智能，连平时朝夕相处
的女主都时常真假难辨。

而在现实中，2017 年，以丰富的脸部表情和号称自
我意识觉醒而闻名的 AI 机器人索菲亚 （Sophia The
Robot），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并且当上了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创新大使。

和《黑镜》里设想的一样，索菲亚外观就像人类女
性，拥有橡胶皮肤，能够使用很多自然的面部表情。其

“大脑”中的计算机算法能够识别面部，并与人进行眼神
接触，同时还能理解语言并记住与人类的互动，随着时
间推移，“她”还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像一个真人
一般。

除了外表“像”人，索菲亚更让大家难以忘记的是在
各种场合表现出的聪明、幽默、甚至“毒舌”。当被问到 AI
机器人是否会取代人类时，索菲娅不失幽默说：“你看了
太多马斯克有关 AI 的警告、看太多好莱坞电影了……不
过别担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If you're nice to me, I'll be
nice to you）。”

也有人质疑，索菲亚只是一个预设好的复杂聊天程
序，人工智能是否会从模拟人类开始、到独立于人类智
能，最终超越人类智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颠覆”，还难
以下定论。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的
思考方式，帮助人类进行感知、推理、决策、博弈等，在未
来，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未来：智慧 +智能负责任的AI
让世界更有爱（AI）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发布了国内首个
AI 安全与法治导则《人工智能安全与法治导则（2019）》，
从算法安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社会就业和法律责任
等五大方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风险作出科学预判，
提出安全与法治应对策略，守卫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基
因”。

而对 AI 技术本身的发展，微软、谷歌、腾讯等科技
公司也纷纷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准则：包括对社会有益、
可靠安全、保障隐私、可用可控、避免制造或加强不公平
的偏见等，来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造福社会，打造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智慧 + 智能，“心”+“芯片”，相信未来，AI 会让我们

的世界更加有爱（AI）。（摘自央视新闻）

AI 来了！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有爱（AI）吗？
8 月 31 日，香港激进示威者不顾香港警方此前发出

的反对通知书，在港岛和九龙多区非法集结并实施违法
及暴力行为。特区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警察总部等多
处遭暴徒汽油弹袭击。

反修例风波发展至今，香港暴力乱局持续升级，“黑
色恐怖”四处蔓延，已对法治和社会秩序造成重创，严重
危害市民生命财产和正常生活。

在事关香港命运的重要时刻，各界人士最关注的莫
过于这场风波形势若何、如何收尾？对此，香港特区前行
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近日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发文表态。

侠客岛特将全文转引在此，一起来看。
梁振英:
《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暴力和国际问题仍然

没完没了，不少人问：“点收科？”我想谈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们要对当前形势有正确的战略研判。“黑衣

暴力运动”早已变质，运动的主角已经不是和平示威游
行的市民，运动的目标也已经不是“五大诉求”，而是以
暴力和其他非法手段瘫痪社会和推翻特区政府，夺取香
港政权（regime change），改由反对派执政；

篡夺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的权力，包括对行政长
官和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命权，免除主要官员对中央政府
的责任，实行“去中央化”，将香港的“高度自治”篡改成

“完全自治”，令中国对香港只有名义上的主权。
下一步是去中国化，香港实质上成为独立于中国的

西方傀儡；再下一步是结合外部势力，成为“颠覆基地”，
在中国内地复制“黑衣暴力运动”，改变内地的政治制度
和进一步分裂中国。

其二，我们要有正确的战略定位。无论风如何吹，雨
如何打，都改变不了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份的事
实，也改变不了当今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庞大的政治、外
交、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事实。

香港社会和特区政府都必须认清这些基本事实，坚
持这个战略定位，用好用足中央的授权和国家的力量，
配合好中央的部署，坚定立场、坚定信心，力求香港的长
治久安，不求一时的风平浪静，不应有思想束缚，不能有
行动禁区，不要投鼠忌器，要与所有暴力分子和他们的
主子、金主们斗争到底，取得“一国两制”的历史性胜利。

其三，要有战略定力。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包括香港
的工商界，必须对中央和香港克服困难的能力有充分信
心，不能虚怯，不能自乱阵脚，成为心战的牺牲品。

1982 年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曾经在香港引起不
安甚至恐慌，眼前的问题不比当年困难，我们现在的力
量比当年强大得多。历史证明，危机过后，香港不仅可以
迅速复原，而且能够用好国内外的新机遇，冲上更高更
好的发展台阶。

其四，要做好全面战略部署。“预则立，不预则废”，
特区政府和中央在《基本法》规定的体制内有一整套的
政治、行政、财政、法律和武装力量，包括可用而至今未
用的各种力量。

在必要时，除了这些香港体制内的力量外，中央还
有更多更强有力的体制外的力量可用。我们要调动香港
体制内、体制外的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做好短、中、
长期的部署，也要做好常态和非常态下的部署。

从积极方面看，“黑衣暴力运动”已经犯下战略性错
误，为中央和特区政府提供了难得的趁势犁庭扫穴的机
会。未来几年，需要做、可以做、值得做的事很多，里里外
外全面治理、改革、整顿的工作都必须坚持到底。

（摘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