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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山上一只“机器狗”火遍全网。它身驮重
物在陡峭山路上“健步如飞”，从山脚到山顶仅用了2小
时。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泰山

“机器狗”点赞：“机器狗在雄伟的泰山上充当搬运工，
科技造福人类。”

“机器狗”以及一系列具有超强“工作能力”的具象
智能单体的出现，在引人赞叹的同时也引发了思考，面
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应该如何应对？事实上，科
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与跃升，最终会让人们
的生活更便利。历史与现实早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技术的进步会让一些工作岗位被替代，但必然伴随着
新的就业机会产生。

不可否认，曾几何时，挑山工是泰山上一道特殊的
风景线。但事实上，由于挑山工作过于辛苦，近些年也
面临年龄越来越大、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的窘境。有数
据显示，至 2018 年已剩不足 10 人，“下一步物资谁来
运”已成为这一岗位的新问题。无人出租车、自动售货
机、自动送货车等机器人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率先
在中国落地，解构和重建了一些目前现存的工作岗
位。在此过程中，曾经“难于上青天”的工作，开始变得
简单；那些技术含量不高、重复性强的工作，也逐渐走
向衰亡。大量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投身到更具有创新

价值的工作岗位上，这何尝不是一次针对生产力的革
新？

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
工程师赵志国介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
国“灯塔工厂”总数已达72家，占全球42%。我国在传
统制造业上的综合性优势，有望在AI时代进一步凸显，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挑战也
是机遇。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只有服务于人，才能行稳致
远。针对“机器狗”的探讨，实质是探寻如何让科技更
好造福人类、服务于人。答案是既要勇于用新事物打
破旧的生产生活方式，释放新活力；又要加强管理与引
导，为新事物匡正发展方向，引导科技创新回归以人为
本的初心使命。

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发
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的需要，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首次将创新能力和劳动付出、技能水平并列提出，
为产业工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只需做好准
备，拥抱变革，未来，新技术行业必将进一步开拓就业
创业新空间。 赵剑影 来源：工人日报

从泰山“机器狗”爆火看科技改变岗位需求

10月27日发生在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野猪
闯入高铁线路事故，不仅引发了列车延误，更令人痛心
的是，一名随车机械师因此不幸遇难。此事件揭示，在
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在确保人类活动安全的
同时维护生态平衡，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应力求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在交通领域，安全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
中国高铁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提升了国家的综合运
输能力，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随着高
铁线路的不断延伸，铁路沿线的自然环境变化也带来
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野生动物（如野猪）进入铁路
区域，增加了列车运行的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一项长远的战略
任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受到限制，导致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
种背景下，如何在保障交通基础设施高效运作的同时，
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避免对野生动物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安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潜在冲突，我们需要

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寻找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一
方面，铁路部门应当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共同探讨
并实施针对特定地区野生动物的防护策略，例如建立
物理屏障、安装预警系统等，以降低野生动物进入铁路
区域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提
升民众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全社会共同努
力，营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环境。

此次野猪闯入高铁线路的悲剧，不仅是对交通安
全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生态保护意识的深刻警
示。只有将安全与生态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
虑，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期待相关部门
能够从这次不幸中总结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既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野生动物留下一片宁
静的生活空间。

王梓珉 来源：红网

野猪闯入致高铁事故：安全与生态如何平衡？

随着“双11”临近，不少平台开启了“双11”预售活
动。然而，有消费者投诉称，有些平台商家的“双11预
售”产品价格比直接购买更贵、预售结束后立刻降
价……不少用户晒出预售前后的对比图，并吐槽“凑满
减、下定金，再定好闹钟提醒自己付尾款，结果一通操
作下来还贵了几十块钱，又得再退款重新买，预售的意
义何在？”

从“双11”诞生之日起，就出现过商品“先涨价再打
折”“虚假折扣”等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商家以这种办
法让消费者误以为促销商品更优惠、性价比更高，实际
上却进入了商家的“套中套”。

而今年“双11”出现的“预售产品比直接购买更贵”
现象，更像是“虚假折扣”“先涨价再打折”套路的一个
变种。虽然具体操作方式不一样，但本质都是相同的，
即用虚假性质的折扣给相关预售产品印上“高性价比、
便宜”的烙印，进而请君入瓮收割消费者。

面对质疑和投诉，相关平台的回应通常是，如果出
现预售价格比实际下单更贵的情况，建议用户退款，重

新下单购买。这样的说法过于轻飘飘，并不能完全消
除消费者的不满和疑虑。因为不是每一个用户在购物
后，都会持续盯着商品的后续价格。如果消费者忽视
了，也没有退款再重新买，岂不是成了冤大头？

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主要电商平台发布
《“双11”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全链条优化促
销规则，保障活动规范、透明。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全国各地的消
保委、消委会也陆续发布“双11”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
关注商家的价格走势，避免被坑。前者是为了给各大
平台和商家戴上一个规定的“紧箍咒”，后者则是为了
给广大消费者打一支“预防针”。

这“一咒一针”只是一种打底，关键是消费者自身
还要更加理性和清醒，虽然消费环境在逐步公开透明，
但“新瓶装旧酒”式的虚假折扣套路还是要加以提防。
出现问题的平台和不良商家也要明白，消费者或许会上
当一两次，但不会一直踩坑掉坑，另外，你和消费者“玩
小九九”，大概率不会有好下场。 王彬 来源：钱江晚报

“双11”预售套路，终会套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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