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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上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
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成立 70周年纪
念活动的外方嘉宾。

习近平首先同来华出
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外
方嘉宾代表合影留念，对国
际友人长期致力于对华友
好事业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指出，人民友好
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

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的不竭动力。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 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
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
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
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
面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国人
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
人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
甘共苦，众多外国企业、机
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
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
中外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
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
大家为中国作出的重要贡

献和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
谊。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
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
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
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
愿同各国朋友加强友好交
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
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
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倡导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
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
睦、和谐的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
理念，汇聚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
代化，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愿不断以中国式现代
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
新机遇，推动实现和平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
世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
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
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
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
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通
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
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
交是人民的外交。中国政
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

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
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
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团结各
国朋友，共同做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践行者、中国式现代
化的参与者、文明互鉴和民
心相通的促进者和人民友
好事业的传承者。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
桑乔、泰国前国会主席颇
钦、美国“鼓岭之友”召集
人穆言灵分别代表外方发
言。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
员、国际友好组织负责人、
友好人士等约2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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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10 月 11 日 10 时 39 分，
我国在东风着陆场成功回
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
技术试验卫星——实践十
九号卫星，搭载的植物及微
生物育种载荷、自主可控和
新技术验证试验载荷、空间
科学实验载荷、社会公益和
文化创意载荷等回收类载
荷已全部顺利回收。

实践十九号卫星是我
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新

技术试验卫星，于9月27日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通过飞行试验突破了可重
复使用、无损回收、高微重
力保障等关键技术，验证了
新一代高性能可重复使用
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各项
技术指标，达到了各项预期
试验效果。

实践十九号卫星具有
微重力水平高、时效性好、
下行能力强等特点，是高效
的高微重力水平空间试验
平台，可支持微重力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等方面研

究。此次飞行任务，开展了
航天育种、新技术验证与空
间科学实验，着力推动空间
新技术发展和应用，同时，

搭载多个国际合作载荷，成
为促进航天国际合作的良
好平台，对推动探索太空、
利用太空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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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1 日从中央网
信办获悉，为整治网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不规范使
用乱象，塑造有利于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和育人生态，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
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
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聚焦部分网
站平台在热搜榜单、首页
首屏、发现精选等重点环
节呈现的语言文字不规

范、不文明现象，重点整治
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
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
等突出问题。

专项行动要求，各地
网信、教育部门要强化协
同联动，形成依法管理和
正面引导合力，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群众反映集中
的问题，聚焦未成年人等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畅通
举报渠道，集中清理不规
范、不文明网络语言文字
相关信息，严格落实整治
任务。

以心相交 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

活动外方嘉宾

网信办：
整治编造网络黑话烂梗

实践十九号卫星成功回收
我国成功回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

2024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项中，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先是物理学
奖颁给了曾获图灵奖的机器学习先驱，紧接着化学奖也将一半颁给了“程序员”。

不仅诺奖得主在接到获奖电话时表示大感意外，就连诺贝尔奖官方也就此发
起两起投票，强调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的互动。一则是：你知道机器学习的模型
是基于物理方程的吗？另一则是：你知道人工智能被用来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吗？

不少人疑惑，人工智能这一近年来才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技术热词，何以俘
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芳心”，并一举成为本年度科学奖项的“大赢家”？

人工智能何以成为今年诺奖“大赢家”

10月11日10时39分，在东风着陆场，实践十九号
卫星成功着陆

人工智能技术俘获诺
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芳心”
更反映出人工智能与多学
科融合，推动科学研究突
破边界这一重要的探索趋
势。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
委邹晓冬表示，技术与基
础科学的交叉融合未来将

成为常态，而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这一融合过程中的
核心驱动力之一，将推动
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传统框
架，实现更加深远、更加广
泛的创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人们
对未来的担忧。诺贝尔

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埃伦·
穆恩斯说，人类有责任以
安全且道德的方式使用
这项新技术。诺奖得主
欣顿在接受电话连线时
也表示，相关技术将对社
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也必
须警惕技术可能构成的
威胁。

本年度两大科学奖项
不仅是对获奖者和他们成
就的肯定，更向人们展示
出基础科学的深刻洞见与
计算机科学创新“碰撞”可
以产生的巨大能量。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约翰·霍普菲尔
德和杰弗里·欣顿是两名
机器学习领域的元老级人
物。他们使用物理学工
具，设计了人工神经网络，

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技
术奠定了基础。与此同
时，相关技术已被用于推
动多个领域的研究。

“正是物理学原理为
两名科学家提供了思路，
而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又
被用于推动多个领域的研
究，不仅包括粒子物理、材
料科学和天体物理等物理
学研究，也包括计算机科
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诺

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秘书乌
尔夫·丹尼尔松说。

在谈到诺贝尔化学奖
成果时，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副主任兼欧洲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欧洲生物
技术研究所主任埃旺·伯
尼强调，这一人工智能工
具建立在数十年的实验工
作之上，得益于分子生物
学界内部在全球范围内公
开共享数据的文化。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
学奖获奖成果不仅是基础
科学的突破性进步，更显示
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基
础科学的重要工具。利用
这一技术，科学家得以基于
此前研究构建新型模型，得
以处理海量数据，更新传统
的方法，得以加速研究，推
动多领域基础科学实现新
的进展。

得益于今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谷歌旗下“深层
思维”公司的德米斯·哈萨比
斯和约翰·江珀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设计的人工智能模型
“阿尔法折叠”，人们现在已
可以预测出自然界几乎所有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另一名对计算蛋白质
设计作出突出贡献的获奖
者、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分校的戴维·贝克在谈到人
工智能技术时指出，蛋白质
结构预测真正凸显了人工
智能的力量，使人们得以将
人工智能方法应用于蛋白
质设计，大大提高了设计的
能力和准确性。

人工智能正帮助科研

人员解决传统科学方法难以
应对的问题。曾作为“阿尔
法折叠”早期测试人员的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分子生物物
理学教授丽夫卡·艾萨克森
说：“我们传统上采用费力的
实验方法来分析蛋白质形
状，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这些已解析的结构被用于训
练‘阿尔法折叠’。得益于这
项技术，我们能够更好地跳
过这一步，更深入地探究蛋
白质的功能和动态，提出不
同的问题，并有可能开辟全
新的研究领域。”

助力解决传统科学方法难以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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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碰撞”产生巨大能量

改变科研范式推动突破学术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