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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吴雨、
王思北、邹多为）惊蛰时节，生机盎然，

又是一年春光好。

5日上午8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

厅北侧，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

“代表通道”如约开启。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

6位全国人大代表分享奋进故事，畅谈

履职心得，传递信心力量。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雷军代表第一个走上通道，分享了

自己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思考与感受。

“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谈及创业之路，雷军代表有感而发。

雷军代表分享了企业在智能手机、

智能家居物联网平台、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的创新成果，并表示小米将继续坚持

走科技创新道路，走高端化发展道路，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先进的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各个终端，让广大消

费者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对科技创新同样有着深切感受的，

还有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周云杰代表。

“科技创新是一个品牌能否立足世界

的关键变量。”周云杰代表说，“一个企

业要走向世界，必须锚定科技创新这个

基点，不断地‘寻尖’‘拔尖’，才能真

正成为‘顶尖’。”

没有选择“代工”之路的海尔，25

年来一直坚持打造自己的品牌。如今，

海尔已在全球建立十大研发中心，推出

200多项原创性产品，牵头制定100多

项国际标准……

“人工智能是中国企业的时代机

会。”周云杰代表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

企业不断创造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精彩的讲述中，有追求科技创新的

执着，也有追寻美好生活的温暖。

四川省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

姆代表，从事敬老服务16年。幼年失去

双亲的她，在姑姑的抚养、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长大成人。

“我失去了父母，而这些老人没有子

女。照顾他们，就是守护小时候的自

己。”格西王姆代表的真挚话语令人动

容。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老人不出敬老

院就能享受医疗服务、护理队伍更加专

业……细数院里这两年的新变化，格西

王姆代表动情地说：“我将在本职岗位上

用我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为更多的

老人带去幸福与安宁。”

带来好消息的，还有浙江省长兴县

煤山镇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代表。

“老百姓曾经说我们是‘坐在垃圾堆

上数钞票’。”张天任代表回忆说，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办起了不少企业，

尽管老百姓富了，但山变秃、水变臭了。

“千万工程”启动后，村里决定走生

态立村、生态富民的道路，经过一系列

治理，新川村旧貌换新颜，绿水青山又

回来了。

“扮靓‘面子’，更要做实‘里子’，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张天任

代表说，通过村企共建、鼓励村民发展

休闲农业、观光旅游等，新川村将生态

优势变成了民生福利，老百姓住上了小

别墅，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

美好生活要靠拼搏绘就，也要用初

心守护。

作为一名心血管病医生，江苏省南

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代表将自己

的工作感受总结为“动心”。这表现在他

对病患的尽心救治上，也体现在他的用

心履职中。

当看到很多外地患者拎着一大袋医

学检查胶片东奔西走时，张俊杰代表暗

下决心要解决这一痛点。2024年全国人

代会期间，他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医学

影像“云胶片”应用的建议，得到相关

方面高度重视。江苏省已建成全省卫生

健康云影像平台。

“接诊医生坐在电脑前，动动鼠标

就可随时随地调阅异地患者的影像报

告，患者再也不用拎着一大袋子胶片到

处跑了。”张俊杰代表说，相信随着全

国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不

断推进，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会更加省心

省钱。

有人守护生命健康，有人守护万里

河山。

来自基层部队的张冬旭代表，是陆

军某合成旅营长。他介绍了作战样式的

“换羽新飞”，分享了部队转型建设的发

展变化。

“切换的是战场视角，改变的是作战

思维，我真切感受到合成部队建设插上

了信息化的翅膀。”张冬旭代表说，“作

战力量攥指成拳，实战能力不断跃升，

我们保家卫国的底气更足了、制胜强敌

的信心更强了。”

起而行之，奋楫而上。代表们坚定

有力的话语，汇聚起团结奋斗的力量，

激励着新征程上的前行者向着美好未来

努力奔跑。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宋晨）
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未来产业

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

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

什么是具身智能？这一产业未来将

如何发展？

有专家将具身智能概括为“有物理载

体的智能体”。虽然听起来有些陌生，但

“具身智能”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50

年便被提出。受限于机器学习算法及软

硬件条件，而后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得益于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不

断发展与加持，学者普遍认为，具身智

能将成为“会思考的机器人”。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人

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指出，具身智

能是可以在高变化下做出迅猛、精准反

应的高质量、高性能智能系统。它既不

是单纯的虚拟环境下的计算机仿真，也

不是完全偏于物理空间的机电系统，与

人形机器人系统紧密相关。

“我们希望能在真实物理世界中实现

交互，这意味着要让人工智能拥有实

体，让它们像人类一样具备感知、思考

和行动能力，也即具身智能。”中国工程

院院士蒋昌俊表示，逐步让人工智能拥

有实体，让它们像人类一样具备感知、

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当前，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热

点，具身智能正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

从实验室走向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乔

红介绍，她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自主研发了Q系列人形机器人。

构建了“通用人形机器人大工厂”这一核

心技术底座，核心底座通过智能算法对硬

件系统不足的补偿，以及神经科学与人工

智能的融合，形成了核心技术壁垒。

“这一底座可快速输出各类低成本和

相对高性能的机器人系统，赋能工业、

农业等重要行业。”乔红说。

投入救援演练、在咖啡厅里为顾客

点单并制作、在展厅担任讲解员、在工

厂担任车辆质检员……当下，人形机器

人已逐渐在多元场景展开应用，为日后

走入日常生活打下基础。

乔红表示，具身智能充满了无限可

能和潜力，不仅将带来更加便捷、高效

的生活方式，还将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

和发展。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

用，人工智能将在未来继续深刻影响我

们的社会和生活。

“我们希望让机器人真正从‘专才’走

向‘通才’。”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

教授弋力说，“专才”是说当下机器人更多

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完成特定的任务，比如

旋转瓶盖、运输货品等。“通才”意味着，机器

人能够在开放环境中，执行开放任务。

“推动我国具身智能的快速发展，需

要在战略规划、学科融合、国际合作、人才

培养等方面采取多层次的措施，以确保在

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说。

春光无限好奋进正当时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扫描

具身智能如何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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