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我要怎么选课？”“我这次考试成绩不好怎么办？”“我
遇到了人际交往困惑怎么办？”“如何选择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这些高频的事务性咨询，曾是高校辅导员肩上沉重的担
子。如今，多所高校上线AI辅导员，学生们只需动动手指，就能
得到迅速的解答——它们24小时在线，被辅导员们称为“电子
同事”。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辅导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
面对繁重且多元的工作任务，不少辅导员表示“分身乏术”。如
今，当辅导员拥有了AI“帮手”，日常思政教育正在发生哪些变
化？AI辅导员的工作效率如何？它们又如何真正契合辅导员的
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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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6月7日，张桂梅和高三学生们一起离开考点。当日是2025年高考第一天，在云南丽江

华坪女子高中，68岁的张桂梅校长像过去14年一样，天还没亮就来到教学楼里，用她的小喇叭反

复叮嘱高三学生带好考试物品，并组织全校师生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们送上祝福。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送考 15年，

将2000多名学生送出大山。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右图：6月 7日，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高考考点外，送考老师和考生逐一击

掌，为其加油鼓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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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洁
实习生 刘 璇

工作 15 年、拥有 34 项国家专利，中

国一汽研发总院的高级技师杨永修站

上了清华大学首期“大国工匠人才培训

营”结业答辩的讲台——5 月 26 日，他

向在场的老师们汇报在清华大学的学

习成果。

一年以来，在清华大学首期“大国工

匠人才培训营”，这名“新生”攻克了多项

技术难题。他主导的氢能发动机热效率

项目获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职工技术

创新成果特等奖，成功申请 5 项技术专

利，出版 1部教材、发表 1篇期刊论文。直

至答辩结束，杨永修仍觉得在清华大学

听院士讲课，走进大学的实验室，和“同

学”一起探讨研究课题，“是一件不可思

议的事”。

作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重要举措，全国总工会在 2024年年初印

发《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

行）》，计划每年培育 200 名左右大国工

匠，示范引导各地、各行业每年积极支持

培养 1000名左右省部级工匠、5000名左

右市级工匠，形成大国工匠带头引领，工

匠人才不断涌现，广大职工积极走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良好局面。

杨永修参加的首期“大国工匠人才

培训营”正是其标志性项目。在清华大

学，从 2024年 9月起，首期“大国工匠人

才培训营”吸纳了 220名培训对象，分成

了 4个班次、3个阶段展开培训工作。5月

26日，首批培训对象完成创新攻关课题

结业答辩。如今，这些大国工匠“学生”拿

到“学习证书”，从清华大学顺利结业。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母永奇来

说，在清华“读大学”的日子格外不一样。

开了 10余年的盾构机，母永奇大部

分时间是与新设备、新地层打交道。而来

到“大国工匠人才培训营”后，他的生活

模式变了：一有空，他就在教室里自习看

书，与“同学”探讨课题，白天的时间被课

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听完前沿技术的课

堂讲解后，他和老师们交流探讨课题，甚

至邀请老师到施工现场指导。

母永奇把在这段清华求学经历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带着课题与清华大学老

师进行交流探讨；第二阶段，结合课堂前沿

知识和现场教学，他和小组成员展开课题

攻关；第三阶段，他带着课题所取得的成果

进行结业答辩。作为一线的作业工人，他最

大的感受是“眼界打开了”，看到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潜力，也学会了不

少创新技术和思维方法去解决工作难题。

历时两个学期，在“大国工匠人才培

训营”里，220名学员完成了 15天面授和

41门在线课程的学习。大国工匠培育工

作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府和企业第七学习中心主任张忠义介

绍，学校邀请了 8位院士领衔授课，安排

了 16个专业院系进行攻关课题指导，在

校内的重点实验室和北京的“灯塔工厂”

展开现场教学，通过理论、实践“双导师”

的帮助，致力于培养一支堪当大任的新

时代大国工匠队伍。

“带着课题来上学”，是这个项目开

营前就明确提出的学习任务。课题可以

是未达成的目标，也可以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但必须与实际工作息息相关。“突

出实践”正是“大国工匠人才培训营”的

一大亮点。

这段求学的日子，为国网上海浦东

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谢邦鹏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带着生产中的光伏台区管

控难题，谢邦鹏来到这里求学。在课堂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教授张钹讲授的内容，让谢邦鹏对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关于储能发展等问题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下转2版）

“带着课题来上学”

大国工匠上清华，擦出怎样的“火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璟瑄 记者 樊未晨

1335 万名考生报名参

加 2025 年全国高考。6 月 7
日上午，全国高考正式拉开

帷幕。

作为高考第一科，语文

每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随着 DeepSeek 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拥有了“深度

思考”的能力，很多文字内

容可通过 AI 实现“一键生

成”，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

的疑问：未来，语文要怎么

教、怎么学？拥有什么样的

素养才能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更有竞争力？

高考语文考试结束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相关专家，试图对这

些问题作出解答。

思维能力强的学
生未来将更有竞争力

随着人工智能在人们的

生活、学习、工作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人机协同解

决实际问题成为学生未来需

要掌握的技能。而充分发挥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需要培

养学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引

导他们形成系统化、结构化

的思维方式。

不少专家表示，今年高

考语文试题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非常注重对思维能力的

考查，从深刻性、敏捷性、

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

方面对学生的思维品质进行

测评，激活考生的创造潜

能，服务拔尖创新人才的选

拔和培养。正如人民教育出

版社副总编辑、编审朱于国

所说，有高阶思维能力的人

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更有竞争

力，因此，“要将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作为一线教学的

重中之重”。

在中国教育在线总编

辑陈志文看来，今年的试

卷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考查

也很巧妙。

他以全国一卷的阅读题目举例说明。该应用文阅

读题用 15 个层层递进的小标题描述花草植物的种

植，“这 15个小标题就是我们在训练人工智能时会问

的 15个问题，背后考查的是系统思维、逻辑思维”。

陈志文表示，学会提问题，才是和人工智能交流的本

质，“人工智能的到来，对各行各业都有冲击，要想

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系统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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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

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年来，

这一重大改革持续深入，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激发企业活力，畅通经济循环，以结构

之变塑造长远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直面风雨挑战，一个强大而有韧性的

供给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

力量和底气所在。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

高水平动态平衡”……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持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打开发展动力

转换之门，中国经济前行之路更加清晰，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实、坚定。

（一）

夏日时节，走进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厂区，“挺起民族轴承工业

的脊梁”一行金色大字，在阳光下格外

醒目。

这家有着 70 多年历史的企业，十多

年前曾面临经营困境，但靠着改革创新

持续推进产品转型升级，如今其高端

轴承产值占比达 70%，传统产业焕发新

生机。

今年 5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

考察时指出：“我们坚持走自主发展实业

的道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制造

业，这条路是走对了！” （下转2版）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更强大动力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观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晓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

县三岔河镇三河村，前段时间播种的

3000亩青贮玉米田已经长到筷子那

么高。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团支部

书记洛古有格说，这些土地是村合作

社流转的村民土地，这批玉米将作为

饲料，专供村里的肉牛养殖场。

脸庞黝黑、不善言辞，这个彝族

小伙年纪不大，返乡创业却有 10多
个年头。他深谙三河村的村情民情，

也能和村民打成一片，因为他是这个

村子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006 年，洛古有格考入四川化

工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当时村里孩子

们羡慕的对象。毕业后，他进入重庆

市一家国企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

“大学生回来养猪，书都白读

了！”4 年后，当他决定放弃稳定工

作回乡创业养猪时，扑面而来的不

仅仅是家人的反对，还有乡亲们的

质疑声。

不过，洛古有格想回到家乡干出

一番事业、带着村里人致富的信念并

未因此动摇。“我一直有两个梦想。”洛

古有格坚定地说，“我的大学梦已经实

现了，而致富梦，我永远在路上。”

创业做什么？回到村庄后，洛古

有格开始思考自己的创业计划。他想

起自己上班时，曾请同事品尝过家乡

的腊肉，大家都赞不绝口。位于海拔

2500 米的三河村群山环绕，何不进

行生态放养？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洛古有格决

定做养殖业，并把养乌金猪作为启动

项目，与村民一起成立了“昭觉县三

岔河乡有格有合乌金猪养殖农村专业

合作社”。然而，创业之路并不顺

利，缺乏经验、资金短缺，再加上老

乡的质疑，让他愁得整晚都睡不着

觉，一下瘦了 20 多斤。甚至，他开

始对未来感到迷茫。

不愿意放弃的洛古有格重新走出

大山，学技术、找销路，这个电气自

动化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零开始，一

点点摸索养猪的那些事。幸运的是，

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技术和资金支

持，合作社开始一步步走向正轨。

从 50头到 2000余头、从 12户到

168户，三河村的乌金猪养殖渐成规

模。合作社从当初仅有 6间简易猪圈

的养殖场，逐步发展成面积达 12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养殖场。

2017 年，洛古有格被选为三河

村党支部副书记。这个村里致富“领

头雁”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如何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

项重大课题。

抱着“致富永远在路上”的信心和

决心，洛古有格在经过市场调研后，决

定带领村民探索发展西门塔尔牛养殖，

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提高市场竞争力。 （下转2版）

洛古有格：致富永远在路上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 朱玉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进入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

究所 （以下简称“七〇八所”），

对庞路来说，像是进入了另外一所

学校。

2012 年夏天，庞路从上海交

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毕

业。面对诸多求职方向，他最终将

目光投向七〇八所，“七〇八所是

我国舰船研发领域的排头兵，在我

心目中，属于‘国家队’的概念，能

够为国作贡献，我觉得更有成就感和

获得感”。

10 余年来，庞路坚守在舰船研

发一线，在“大国重器”研发中担当

作为，在这所“学校”里，他逐渐成

长为我国多型重大舰船装备骨干科研

人员，现在他是七〇八所海工部电气

科科长，也是“梦想”号电气专业主

任设计师。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他

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

青年先锋。

2024 年 11 月 17 日，世界上唯一

一艘具备 1.1万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

科考钻探船——“梦想”号建造完

成，并正式入列。正在出海执行任务

的庞路得知这一消息，思绪不禁回到

了“梦想”号建设任务开始的时候。

2017年年底，“梦想”号大洋钻

探船建设项目任务正式获批，研发设

计 的 重 任 落 在 了 七 〇 八 所 。 2019
年，“梦想”号获得可行性研究批

复，那一年，作为电气专业主任设计

师，庞路开始参与“梦想”号的研发

设计工作。

“回想起来，最难忘的还是在初

步设计阶段，那时候‘梦想’号还只

是一个概念雏形。对研发人员来说，

当时的情况是知晓现状、明确目标，

但中间的路怎么走，全世界没有人知

道。我们必须‘从 0 到 1’摸索出一

条技术路径。”庞路说。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

号是集成实现大洋科学钻探、深海油

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等多

种功能的复杂海洋工程装备，在设计

建造过程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船舶设

计难题。

庞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

把“梦想”号比作一个巨人，电气专

业所负责的系统就是这个巨人的心脏

和大脑。在整个研发设计过程中，从

发电、配电、用电等强电环节，到通

信、导航等弱电环节，乃至全船的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都是由电气

专业主导。

如何使这艘大洋钻探船在可靠、稳

定运行的同时，还能够兼具绿色环保？

如何在海上有效保障科学家能够快速

处理海量勘探数据，并且高效、准确地

开展科学试验……面对这些技术挑战，

庞路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下转2版）

庞路：“梦想”号启航，有我

6月 6日，人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参加“天宫课堂”。由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匈牙利科学院共同举办的大型天地对

话科普活动“天宫课堂”6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匈双方代表近300人

参加。 西盖蒂·陶马什/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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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AI辅导员“上岗”，
如何破解日常思政教育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