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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动起来、玩起来、笑起来”
——代表委员热议青少年运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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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
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请致电详询：3155128 13303177691 139317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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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的体魄，是我们一生的
财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
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
意志、健身心。”

刚刚开始的春季学期，江苏、
安徽、海南等多地宣布，义务教育
学校推行课间休息15分钟、保证
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
于2小时等举措。

课间多 5 分钟的意义有多
大？师资、场地、安全如何保障？全
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热
点话题建言献策。

要有时间“动起来”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
陈伟志委员去年两会就建议保障
中小学生课间活动时间。“让孩子
们身体强起来，这也是教育强国
的题中之义。这次全国多个省份
集中宣布实行‘课间15分钟’，足
以看出，让孩子们‘动起来’已成
全社会的共识。”

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
程丽芬代表长期关注青少年身心
健康。她调研发现，目前中小学校
对学生运动锻炼的重视程度明显
提高。

“很多地方将课间10分钟优
化为 15 分钟，不少学校充分利
用教学楼内外空间资源，丰富课
间活动供给。要用好多出来的这
5分钟，让孩子们尽情地动起来、
玩起来、笑起来。”程丽芬代表感
慨。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

设一节体育课，不得出现“阴阳课
表”；高中阶段学生一周至少要有
三至四节体育课；上午、下午各
30 分钟大课间……各地结合自
身实际，让孩子们收获每天不低
于2小时的活动时间。

“教育行政部门要不定时对
学校进行监督，经常询问家长和
学生体育课、大课间是否按时上
课、休息，杜绝‘走过场’。”河南省
郑州市上街区教育局副局长沙宝
琴代表说。

陈伟志委员表示，学校要合
理安排教学任务，避免各学科教
学“抢课时”挤占休息时间；还可
划分活动区域，安排教师或志愿
者在课间安全监督，保护孩子们

人身安全。对落实不力的学校，教
育行政部门要进行通报。

要科学“玩起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让
孩子们“动起来”是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群
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在安徽泾县千亩园学校，已
退役的专业摔跤运动员张玉蝶一
年多前通过公开招聘，成为这里
的体育教师。她在学校开设的摔
跤课，为喜爱运动的孩子们提供
了新的选择。

运动员与中小学生“双向奔

赴”，相互成就。山东单县第一中
学副校长兼排球队总教练樊董伟
代表从事体育教学20多年，他建
议支持退役运动员进校园、聘请
专业教练定期到学校指导学生训
练，盘活社会体育场馆等资源改
善教学条件。

家长观念转变也非常重要。
沙宝琴代表提出，学校应主动向
家长介绍体育活动安排，展示锻
炼对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还应不
断完善学生安全事故责任认定与
赔偿机制，解除学生在校运动的

“后顾之忧”。
过去，体测是压在学生身上的

一座“大山”：在应试压力下，体育
课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负担”。

有些地方开始探索多元化的
评价体系。北京市近日发布的文
件要求，学校要充分利用大课间
和课后服务，组织学生开展不少
于10个项目的轮换活动，确保义
务教育阶段每名学生掌握至少 2
项运动技能。

针对学生考试畏难、家长担
忧训练强度等不同声音，安徽省
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陈
静代表认为，体测应该“功在平
时”，避免超强度训练；要通过增
强活动的丰富性、趣味性，让孩子
们爱上运动，而非强调竞争，给孩
子造成思想压力。

要尽情“笑起来”

在“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表示，希望孩子们心里
有阳光、身体能出汗，为未来打好
基础。

备受关注的“小胖墩”“小眼
镜”问题怎么解决？

“必须让孩子们离开教室多
运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
究所副所长厉彦虎委员指出，孩
子们一定要在阳光下跑跳，这对
于骨骼、肌肉、身体代谢等方面的
发育很关键。

程丽芬代表说，运动是培育
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天然良药”，
能增强学生抗挫折能力，培养意
志品质。厉彦虎委员还提出，体育
具有社交属性，一起运动可以培
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

每天大课间，重庆市城口县
岚天乡中心小学百余名学生，跳
起流传近千年的“钱棍舞”，既能
强身健体，也提升了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

在五禽戏的诞生地安徽亳
州，陈静代表近年来致力于这一
中华传统健身运动的传承推广。
她认为，结合当地传统文化和特
色、因地制宜发展校园运动，有
助于培养孩子们的终身运动习
惯。

“学校可与社会组织共同举
办赛事，为学生提供展示平台；
还可通过设立奖项等，表彰积极
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樊董伟
代表说，家长也要做好运动表
率，支持孩子参加相关兴趣课程
和赛事，分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和
感悟。

据新华社

一名男生在大课间滚铁环一名男生在大课间滚铁环。。

从“懂你意思”的智能汽车，
到“为你解惑”的DeepSeek，普通
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的体感正
变得越来越真切。与之同时发生
的，是产业端在应用场景驱动下

“先用起来”的热烈氛围，和“早应
用早受益”的共识。AI技术迭代
仿佛掀起飓风，把硬核科技从实
验室带向产业的竞技场。

3月 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2025年将持续推进“人工
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
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
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
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
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参加全国两会的多位代表委
员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已从技术
探索阶段快速迈向规模化应用阶
段，“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产业
升级”正在形成闭环，“人工智
能+”应用爆发的奇点即将到来。

万物皆可
“人工智能+”？

一件件仅有几厘米长的复杂
连接器，依次通过 15 个工位，
2000 万像素的工业相机整装待
列，从不同角度“咔嚓”拍下高清
产品细节，再传输到人工智能“大
脑”进行分析，后台大屏即刻显示

出产品质检结果……在四川绵阳
的长虹华丰科技，记者看到，质检
车间里不再只有使用电子显微镜
的检验员，高精度表面缺陷智能
全检系统运行有条不紊、设备流
程高度自动化，仅有几位管理维
护人员穿行其间。

“我们这个‘AI质检员’稳定
可靠，检测精准率可达 99.98%，
初步估算每年带来的经济效益超
过7000万元。”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柳江判断，人工智能整体已
经从需求论证进入落地实施阶
段，未来会转向应用引领。“现在
不管是高精度产品生产、设计研
发，还是企业自身运营，都离不
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赋能。依托
在数据管理、应用和安全等方面
的能力优势，长虹要全面推进

‘AI+’计划。”
这是制造业步入“人工智

能+”时代的一个缩影。随着自主
可控的通用大模型底座不断升
级，新质生产力助力工业高质量
发展更加有迹可循，企业顺势而
动，推动AI从一般工具升级为发
展的核心引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
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认为：“AI大模型应用已进入红
利兑现期，要以更少成本、更低算
力、更高效率推动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可持续

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也表达了
类似看法。他认为，产业垂类模型
应用走在前面，工业大模型、矿山
大模型、物流大模型、港口大模
型，还有金融、医疗、教育大模型
等，都已经发挥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与一些
新兴领域融合，极大地打开了行
业想象力。

在上海嘉定，蘑菇车联的车
路云一体化全息实时数字孪生路
口正在运行。这些路口配备AI数
字道路基站，与AI路侧边缘计算
系统配合，构建起高精度的数字
孪生系统。“车路云‘三端融合’将
为未来高级别自动驾驶奠定基
础。”蘑菇车联CTO郭杏荣说，目
前AI技术的迭代将加快智能汽
车走进普通消费者生活的速度。

“人工智能+”
奇点即将到来？

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当前，
“人工智能+”与行业、场景的融
合成为共识，需求极大。中期来
看，随着AI技术普惠化，渗透率
有望快速提升，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搅动产业竞争态势，带来新一
轮产业革命的曙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认
为，DeepSeek带动我国人工智能
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性能”的

发展路径。技术进步带来的降成
本、降门槛效果以及开源开放的
发展方式，将引发“破竹”效应。

在长虹华丰科技工作多年的
质检环节负责人有更真切的感
受。“我们的客户已经开始提出，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可靠性，必须
使用AI质检。”他判断，在不久的
将来，AI成本进一步降低，加上
柔性机器人助力，AI将是制造工
厂普遍需求。

“DeepSeek的出现节省了算
力和数据量，大大降低AI应用成
本，中短期有望看到细分垂直领
域应用端的大爆发。”快思慢想研
究院院长田丰的看法更加乐观。
他认为，DeepSeek 实现了“巧力
出奇迹”——经济型算力也能创
造奇迹。未来一两年中小企业会
更加积极地采用AI应用，大型企
业会基于开源模型研发行业大模
型，“‘人工智能+’的奇点（在不
同科学中指向具有特殊性质或转
折意义的关键点）即将到来！”

“人工智能+”
该怎么做？

“AI+产业”并非大企业的独
舞，而应是生态的交响。

“人工智能+”创新展现出草
根化、场景化趋势，必将逐步向
现代产业体系的“毛细血管”渗
透。业内专家认为，AI不仅要在

高端产业中用得好，也要让中低
端制造业、中小企业用得起。短
期来看，产业垂直大模型最有可
能成为今年 AI 应用发展的“关
键词”。

全国政协委员、安天科技集
团董事长肖新光预测，我国在信
息化、工业智能等领域“碎片化”

“小生产”的格局有望扭转，将形
成更高水平的、依托共性技术的
产业协同。“在数字化领域中有大
量的垂直细分场景，它们各有特
点，所以不能简单认为DeepSeek

‘一接就灵’。”他建议，既要拥抱
通用大模型，也需要更高质量的
深源知识和数据生产来支撑垂类
大模型。“不能仅把政策发力方向
放到通用平台和底座技术的研发
中，也需要支持行业领域应用和
关键行业垂类模型的研发，才能
将人工智能技术真正嵌入到全场
景、全过程。”

“人工智能+”与行业、场景
融合，智能体不可或缺。全国政
协委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
席曹鹏认为，企业在应用智能体
升级自有业务过程中，要聚焦核
心场景。“把核心场景打穿打透，
将核心应用做到好用易用。同
时，把通用需求做深，远比做多
应用更重要。”他表示，让企业快
速在实践中看到效果，才能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进一步
融合。”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

硬核科技加速走进产业竞技场

2025 聚焦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