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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焕松

纸墨书香，照亮未来；阅享八
月，即刻启程。2023 南国书香节珠
海分会场暨珠海读书月即将启幕。
八大特色展区亮相、二十余位名家
新锐到场、多种购书福利畅享……
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文化盛宴”将让珠海乃至粤港澳
大湾区的读者领略文化之美、感受

书香之乐。（本报8月16日01版）
一年一度的书香节又来了。我

市持续举办南国书香节等文化活
动，推动全民阅读成为社会新风尚，
努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浓厚氛围，对于提升珠海市民素质、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和实施文化强市
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对读书情有独
钟。从凿壁偷光到悬梁刺骨，从囊
萤映雪到韦编三绝，这些耳熟能详
的文化典故，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
读书的重视。爱读书既是一个人的
宝贵品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
的传统。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崇尚读

书的社会风气，让书香浸润社会和
城市，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和习惯。

进入互联网时代，读书仍是人们
汲取知识、充实自我的重要渠道。但
也要看到，随着智能手机的横空出
世，如今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越
来越少。特别是近年来短视频火爆
网络，倍受年轻人喜爱，正以前所未
有的势头抢夺读书的“地盘”。如何
让人们放下手机，重拾读书的快乐，
既需要个人摈弃浮躁的心态，不受快
餐文化的影响，也需要加强书香社会
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读书的良好氛
围。这些年来，我市通过举办南国书

香节，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阅读
活动，不仅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其
中，体验读书的乐趣和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激发了全民读书的热情，在全
市营造了尊重知识、热爱阅读、奋发
向上的良好文化氛围。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既是
人们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增长见
识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个人文化
素质、推动城市文明建设、促进社会
进步发展的重要手段。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读书永远不会落伍和过
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化
全民阅读”。我们要以南国书香节
为载体，大力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打造全民阅读“嘉年华”，为市
民送上既接地气又有营养的“文化
大餐”；同时也要大力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加快图书馆、数字阅读平
台、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进一步提升珠海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
神文化需求。

“奋进新征程，粤读再出发”。
期待有关部门把今年南国书香节
办得更好看、更精彩、更有内涵，让
广大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为
珠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
动力。

打造永不落幕的“书香节”
□杜娟

人工智能作为目前人类先进的技术体系之
一，正在人的活动和存在等方面重塑人的行为
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更是将这
一趋势推到了极致，展现了人工智能定义社会、
改变社会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扩大了人工智
能开发、改进和应用的现实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传统基于自动化的人工
智能系统有着根本的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高阶自动化的前提下，使技术逻辑不再停留于
模拟和还原的阶段，而是在数据与算力加持下，
形成了生成式的应用，表现了类人智能甚至是
超人智能的特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其以强大
的功能与超强的智能不断地突破技术的应用边
界，并深度影响着社会的运行和价值的追求，再
在海量数据的调用、应用场域的泛化和算力资
源的调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全新的问题，考量
社会治理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方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延续与发展了自有人工智
能技术以来的风险挑战，又以技术范式进步的
方式进一步扩展了风险。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影响，必须要以确保数据安全的意
识，形成认知风险边界的能力，真正从社会发展
角度规制技术产生的社会风险。

首先，应该在社会治理观念上超越从“是”
到“应当”的规范。人工智能的奇点来临，既延
续了传统社会规制的一般逻辑，又产生了全新
的问题。对于奇点来临的“创造性破坏”，显然
不是修补既有治理逻辑的问题，而是要在长期
创新的技术逻辑中进行梳理和引导，推动社会
转型的方式发展，化解奇点产生的基础。

其次，创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活动逻辑，使人
一方面真正享受技术发展创新的红利，另一方
面又以技术创新的方式丰富与发展人的能力，
对此，更应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范式中准
确定位防范风险的起点、处理风险的着力点和
化解风险的关键点。

最后，应该从社会规制的层面调动社会资
源、形成主动意识，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改变人
类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中发挥积极效应。人工智
能的定义正在影响着人们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
方式与途径，其表现的技术风险、社会风险、经济
风险等多个方面，既是对传统社会逻辑的打破，也
是对社会发展的推进，更是对生存逻辑的反思。
因此，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规制应该直接触
及现实问题的核心，关注人类存在的未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扩展风险与规制

□孟繁哲

时值暑期，随着铁路运输迎来
客流高峰，高铁“霸座”的事件屡有
发生。“谁规定一定要按号入座”

“我就坐这里怎么了”“你站一会等
我充完电”……一些人在霸座后不

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振振有词。类
似场景，引发关注。

我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
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
座位号乘坐。”小小的车票，不仅是
登上列车的“通行证”，同样也是铁
路部门与旅客建立的一份“客运合
同”。霸占他人座位，可以说是违
反了这份客运合同，有违法治精
神。有的霸座者，无视劝说、撒泼
耍赖甚至对他人拳脚相加，造成恶
劣影响，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面临拘留、罚款等惩戒。可以

说，霸座既是侵占别人权益的道
德问题，也是扰乱公共秩序的治安
问题。

规则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法
治社会除了依靠个人自律，也有赖
于制度约束。不遵守规则就要付
出代价，是督促人们遵守规则的重
要动力。因此，解决高铁霸座问
题，除了道德约束，也离不开列车
乘务人员的积极干预、协调，还需
要有关部门敢于亮剑，加强执法。

一段时间以来，广州、太原、徐
州等地铁路公安部门开展了对霸

座 等 不 文 明 行 为 的 专 项 整 治 行
动。立案调查、行政拘留、纳入征
信黑名单……各地依靠多种手段，
加大对顽固霸座者的惩戒力度，为
守法者撑腰，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事实证明，让制度长牙齿、让执法
有力量，才能更好标定人们的行为
边界，进一步唤醒文明意识。

不管是规则还是文明，都需要
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守护。每一次
对高铁霸座事件的曝光、讨论，也
是 关 于 规 则 意 识 的 公 开 课 。 同
样，无论是高铁、飞机座椅靠背如

何后靠，还是旅途中有孩子哭闹
时应该如何处理，相关讨论其实
都是凝聚规则共识、文明共识的
契机。而在不文明行为可能被随
时随地“现场直播”的今天，每个
人都需要培养一点尊重规则、敬
畏规则的“镜头感”。

文 明 不 仅 是 倡 导 、教 育 出 来
的，也是管出来的。在唤醒每个人
内心的文明意识、激发文明动能的
同时，也要通过外部的制度、约束
和压力形成涵养文明强大势能，推
动社会文明的水位越来越高。

让高铁霸座者付出相应“代价”

□张忠德

“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相关
内容连续两年被纳入“珠海十件民
生实事”。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获悉，2023 年，我市计划开工改
造 65 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户数
2.2 万户、建筑面积 211 万平方米，

改造规模及资金投入总量同比实现
倍增。（本报8月16日01版）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
程，也是一项社会治理工程。由于
老旧小区量多面广，存在的问题集
中而复杂，在推进过程中更体现对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

如何将老旧小区改造成居民
心中的“家”，让他们多一份幸福安
心？这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根本的
就是要发挥好群众的力量，在老旧
小区改造过程中，找到最大公约

数、形成强大的合力，这样才能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珠海
积极探索工作机制创新，破解老旧
小区改造难题，目前已形成建立居
民前期参与机制、完善小区长效管
理机制、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
合理共担机制、推动开展“共同缔
造”工作机制等“四大机制”，尤其
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上坚持

“问计于民”，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改什么、怎么改”由居民说了算。
这些改到群众心坎上的亮眼做法，
做到了以“心”换“新”，值得在基层

治理工作中推行。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从实际出

发，以务实规划、管理作指导，以
居民全程参与为纽带，变政府要

“改”为群众要“改”，才能全面提
升老旧小区改造品质，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只
有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实现政府
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才能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促进城市从“面子”到“里子”
的有机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改善的是环境，

凝聚的是民心，连着的是民生和发
展。近年来，我市通过优化顶层设
计，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老旧
小区改造的投入力度，使一批建
造时间较长、基础设施老化、公共
服务缺失等问题比较突出的老旧
小区“旧貌换新颜”。希望总结经
验、承前启后，继续真抓实干，汇
聚起老旧小区改造强大合力，把
老旧小区改造打造成放心工程、
惠民工程，以此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老旧小区改造要做到以心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