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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代表、委员吐心声

我在北京开两会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华

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

长、社会学系教授张文明收获了履职生涯

的一次“小确幸”——荣获2024年度全国政

协委员优秀履职奖。

从2009年成为普陀区政协委员，2017

年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到2022年成为全国

政协委员，张文明迎来了履职的第14个年

头。今年全国两会，他再度忙碌了起来——

座谈讨论、分析报告、领会精神，每天深夜

才入睡，“作为一名学者，要将研究的思路

带到履职中”。

为海归人才的发展持续发声
结合在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与华东师范

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的课题研

究，张文明从2012年起就开始关注留学归

国人才的发展，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

调研，“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实证研究是

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会向留学归国人

才发放问卷，了解留学归国人员的真实需

求，做国家以及地方的留学归国人员政策

文本分析，还会去各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

实地走访调研”。

去年全国两会，张文明提交的《关于

留学归国人才引进政策从“筑巢引凤型”

向“以才育才型”转变的建议》和其他几份

提案一起被全国政协列入重点提案，并举

行了“加大国际人才交流与培养，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作为政协委员，我感到自己的建议真正

起到了促进作用，履职有了成效。”张文明

说。

今年全国两会，张文明依旧关注留学

归国人才的发展。“目前，留创园制度和相

关政策对于留学归国人才的群体画像相

对滞后，与留学人才的实际需求变化不匹

配。”他建议，针对青年留学归国人才的群

体特点，打造“学习型留创园”，建立生动

活泼的产城融合社区，让他们更好地融入

国家的发展进程。

肩负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重
今年全国两会，“人工智能”成为了委

员们热议的话题，不少代表委员都在讨论

“我”与“人工智能+”的新生活。

“我之前做一些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

析，都会用传统的统计软件，不仅需要花费

很长的时间，而且往往效率也很低。现在，

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这些烦琐的工作都

迎刃而解了。”张文明告诉记者，尽管人工

智能带来了便利，委员们也在忧心忡忡地

讨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一些

潜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搜集整理资料的功能虽然

强大，但不一定准确，每一份提案都需要扎

实的调研基础。”14年来，张文明总是遵循

学者的逻辑——只聚焦自己熟悉的领域开

展研究，“不调研，不提案”一直是他的履职

信条。

前几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张文明总会

随身携带统计年鉴和政策文本。随着数字

化、电子化技术的发展，今年他“轻装上

阵”，将所有的资料都装在了手机里。虽然

包里东西变少了，但张文明却觉得，自己肩

负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重。

“我们平时做学术研究，难免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先前，作为市政协委员、区政协

委员，调研分析区域的政策相对容易；当目

光转向整个国家层面时，这项工作却变得

特别难。”张文明说，每次撰写提案时，都会

深思熟虑：具体问题与宏观政策之间存在

怎样的关系？这些建议是否具有普遍性？

每次全国两会一结束，他便立刻着手准备

下一年的提案。

“每一份提案，都关乎国家的发展、人

民的福祉。”张文明表示，将继续做好国家

政策的“研究者”、民生问题的关注者，为国

履职、为民尽责。

特派记者 陈佳琳（本报北京今日电）

当李佳琦直播间响起“3、 、 ，上链接！”

时，谁能想到，这句标志性口号的发出者竟

不再是人类，而是人形机器人  。

昨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

亮相李佳琦直播间上了微博热搜。这场科

技与消费顶流的跨界携手，虽不现场卖货，

却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向年轻一代宣告未

来已来，也与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工智

能的热度遥相呼应。

今年两会上，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

动”；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娄勤俭点赞

        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科院

院士乔红委员披露我国工业机器人装载量

超全球一半；全国人大代表王志杰把智能机

器狗“哮天      ”带到了重庆代表团……人

工智能成为两会热门话题的背后，是关于人

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如何与制造

业、医疗、教育、消费等各种领域和应用场景

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的思考。

从这个视角来看，昨晚这场看似娱乐

性十足的直播互动，实则暗含着中国科技

企业突破传播壁垒的深层逻辑。 个多月

前，宇树科技的H 人形机器人在央视春晚

的聚光灯下扭动秧歌，红色大花袄与机械

关节的反差萌态，让“机器人”这个冰冷词

汇首次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如今，当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在直播间完成

从“技术展演”到“功能展示”的跃迁，折射

出的正是中国科技企业探索技术市场化路

径的智慧。

这种“破圈”策略绝非偶然。宇树科

技在京东平台预售时创造的“ . 万元  

机器人  秒售罄”神话，以及在开发者先

锋大会上“人形机器人遛机器狗”引发的

围观狂潮，都印证着技术产品需要寻找

更具穿透力的传播场景。李佳琦直播间

作为年触达上亿人次的超级流量入口，

恰恰提供了将技术参数转化为感知体验

的绝佳场域——当机器狗   流畅完成

后空翻、倒立行走，甚至与主播宠物狗进

行“拜拜”比拼时，观众对“   N · m关节

扭矩”或“  激光雷达”的技术认知，已

悄然转化为对“灵活”“智能”的直观体

验；当直播间弹幕中飘过“想给奶奶买只

机器狗作伴”的留言时，前沿科技更是被

注入了人文温度。

正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所言，机

器人技术需要从实验室“高阁”走向生活

“现场”，这就是工信部《“机器人+”应用行

动实施方案》中所强调的“典型场景示

范”。直播间里“  后”“  后”观众对机器

狗展示出的强烈兴趣，与他们对新能源汽

车、  设备的追捧一脉相承。这种技术接

纳度，或许将催生全球最大规模的机器人

应用市场。

回望昨晚这场直播，其意义早已超越了

一般的商业营销范畴。那道机械声的“上链

接”，或许正叩响着新时代的大门。

张文明：将学者的思路带到履职中

当机器人亮相李佳琦直播间
两会快评

潘高峰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左手
细细摸索盲文写字板上的凹槽，右

手用盲文笔轻轻扎下，伴随细微的

“咔哒”声，纸上留下一个个凹下的

小圆点。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

盲人代表王永澄来自福建代表团。

3月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他正将代表法修正草案第五十

四条默写在纸上。

“身体残疾或者其他行动不便

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

应当根据需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

顾。”代表法修正草案提请全国人代

会审议的现场，王永澄在为他特制

的盲文版草案上，摸读到了这新增

加的第五十四条。

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对这段

话的“触感”：“指尖滚烫，心中敞

亮。”

“这42个字我反复品读，根本忘不掉。

它将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转化为法律确定

的保障，我要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时刻。”

王永澄年轻时因一次意外事故双目失

明，后来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2023年，当

选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深入调研，积

极为残疾人群体发声。

“我当人大代表第三个年头了，每年都有

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年是拿到盲文版的代

表建议答复，第二年是摸到盲文版政府工作

报告，今年则是了解到代表法修正草案里的

这段话。”

今年，会务组还给王永澄精心准备了盲

文写字板和盲文笔，方便他记笔记。他的名

牌背面，也被刺上盲文。“这能让我时刻‘触

摸’到自己的身份。”王永澄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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