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

一散货船
进出内河港口受罚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林晨

日前，福州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
白沙水域发现一锚泊的散货船，经登船检查
后，发现该船无法提供该航次进出港信息申
报记录，船舶所有人兼经营者张某涉嫌船舶
进出内河港口，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
报告船舶进出港信息。

福州市交通执法支队鉴于当事人配合调
查，经教育后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属违法情节
一般，依据相关规定，对张某处以罚款1万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
十一条规定，船舶应当在预计离港或者抵港
4小时前向将要离泊或者抵达港口的海事管
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航程不足 4 小时
的，在驶离上一港口时报告。

船舶在固定航线航行且单次航程不超过2
小时的，可以每天至少报告一次进出港信息。

船舶应当对报告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船舶进出内河港口，未
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进出港信
息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人处5000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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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从 3.5 开始能说
‘人话’了，错误越来越少，纠正以
后还能举一反三，我现在在研究，
这个突变是怎么产生的。”张钹认
为，人工智能最大的魅力在于未
知，而探索人工智能未知的未来，
更令他着迷。

如今，尽管已近90岁高龄，张
钹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我现在
每天还在研究，与ChatGPT聊天，
看前沿的信息。这个领域发展得
太快了，只要有一段时间没看新
的材料，和学生们开会就不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了。”

学无止境，这是张钹的人生
信条。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自
己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青少年时期在福州学习时打下的
基础。

1935 年，张钹出生在福清的
一个教育世家，良好的教育氛围
让他从小就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
趣。“我喜欢钻研问题，尤其是难
题，一定要千方百计弄懂。那时
候我还在福清龙田镇上学，镇上
的老师解答不了问题，我就写信

向福州的老师请教。”
得益于刻苦学习，张钹的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1953 年，他参
加高考，数理化三门满分，进入清
华大学学习。“不管是小学、初中、
高中，老师们都对我很好，初中校
长甚至把物理化学实验室的钥匙
交给我，让我随时可以去做实
验。老师们的敬业精神、爱才精
神让我非常受教，是他们培养了
我。”

张钹说，对于一个人而言，青
少年时期最为宝贵。他的青少年
时期是在福建、福清度过的，因此
他至今都有很深厚的福建情结，
希望家乡的发展越来越好。“前几
年我也和一些福州企业做研究，
感觉福州的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
多了，实力也越来越强，不过还需
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加强
和院所的沟通与交流，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

在张钹等一代又一代科研人
员的努力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
域不断加快追赶西方的脚步。会
不会有一天，我们可以超越他

们？在张钹看来，这完全有可
能。他提出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
的设想，便是一个机会。

张钹总结，人工智能从 1956
年到现在，经过了两代的发展。
第一代人工智能是以知识为驱动
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则以数据驱
动为主。这两代人工智能都存在
缺点——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而且还存在不安全、不可靠、不可
信、不容易推广应用等缺点。“比
如，在‘雪山’的图像上加入一些
噪点，会让机器识别为‘狗’。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充分利
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这 4个
要素，把知识驱动和数据驱动相
结合，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这
也是一个‘无人区’，不过我们与
西方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有可
能实现和世界同步发展。”

采访结束，张钹又马上投入
学习之中。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里，看着眼前这位满头花白的老
人目光如炬、神情专注，让人心中
升腾起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无
限希望。

张钹：中国人工智能“无人区”的拓荒者
本报记者 蒋雅琛

张钹 福州福清人，1935年生，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奠基人之一。张钹于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留校任教至今。他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机
器学习等理论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应用于模式识别、知识工程与机器人等技术研究，已
发表200多篇学术论文和5篇（或章节）专著（中英文版）。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20182018年年，，张钹回到母校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张钹回到母校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与师生亲切交流座谈与师生亲切交流座谈。。周桃茂摄周桃茂摄

张钹在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院办公室张钹在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院办公室。。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榕林榕昇昇摄摄

闽清教育系统推动
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连日来，闽清县各
部门持续推进党纪学习教育，掀起新一轮热
潮。闽清教育系统结合系统特色，切实推动
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准确把握目标要求，闽清教育系统把党
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深研
细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
入系统学习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努力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上下功夫。

以此次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闽清县各
学校也纷纷开展系统学习，将党风廉政建设与
机关党建工作、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步研究、
同步规划、同步落实。

如何提高党纪学习教育实效？塔庄镇中
心小学党支部认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的重要
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篇目以及中央和省市县关于
加强纪律建设的各项部署等内容，再加上教
育系统的案例，打印成册，供每名党员教师深
度学习。

“为加强学习效果，我们要求广大党员写
学习心得。”塔庄镇中心小学校长毛小燕介
绍，该校推出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
模式，每周定期召开例会，前半小时固定为党
纪学习时间，每次集中学习后，部署具体的内
容要求会后再自主学习，写学习笔记。

记者了解到，闽清县多所学校也将党纪
学习教育与清廉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召开
廉政主题党课、廉洁家风读书分享会，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廉洁文化“润物细无
声”的潜移默化作用，培养广大党员廉洁自律
的道德操守。

本期嘉宾

年初，OpenAI推出文生视频
大模型Sora，号称“物理世界的模
拟器”，震动整个世界。对此，有
人啧啧称奇，有人忧心忡忡。乐
观抑或悲观，这些观点都指向对
于人工智能未来的思考——人工
智能会取代我们吗？中国人工智
能的发展能否超越西方？

问前程，须知来路。要探寻
人工智能在中国的诞生，我们可
以循着时间的脉络回溯潮起之
时：

1978 年，在张钹的带领下，
清华大学率先设立“人工智能与

智能控制”教研组（专业）；
1985年，张钹领衔中国首个

智能机器人实验室成立；
1990年，张钹和同事联合成

立中国首个人工智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
重点实验室；

……
回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编

年史，张钹的名字反复出现。我
们不妨就跟随这位勇探中国人工
智能“无人区”数十载的拓荒者，
沿着他的足迹，去找寻问题的答
案。

人工智能是什么？40多年
前的中国，莫说普罗大众，就连
专家学者都知之甚少，而彼时的
张钹却果断选择放弃任教 20年
的自动控制专业，毅然进入这一
全新且未知的领域。

“1978 年，清华大学进行了
一次部分院系调整，我们需要重
新选择一个研究方向。我的英
文比较好，负责查找国外资料。
我发现，西方很多名校都有设置
人工智能研究方向，那我们必须
也有，所以就提议以此作为我们
新的研究方向。”张钹说。

为了搞清楚人工智能究竟
是什么，1980 年 2 月，张钹作为
我国首批出国访问学者之一，远
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访学。最初的日子，他过得十分
煎熬，胸中总憋着一口气，“那里
的学者也好奇，中国大陆的学者
是什么水平，看我40多岁了还没
发表过文章，很看不起我们”。

以潜心研究回应嘲讽与质
疑，张钹发现了数学与人工智能
结合的广阔前景，便联系了他的
弟弟——当时尚在安徽大学任
教的张铃教授，一起推进人工智
能研究。“那时候，中美之间一封
航空信大概要人民币 8毛钱，寄
给对方约10天才能收到，一来一

回就要约20天。我们计算过，一
封信如果超过5张纸，就会超重，
须多付邮资。为了省钱，我们特
意挑相对薄的纸，写非常小的
字。”

一封封信件飞越大洋，两人
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明确方
向，第二年就完成了一篇关于机
器人运动规划的论文，后来发表
于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国际期刊
《IEEE 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汇
刊》，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
注。

“中国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
这样一本顶级的期刊上，当时实
验室的人态度完全变了。要知
道，他们要在这本期刊上发表论
文都很难。”随后，1984年，张钹
和张铃摘得一项欧洲人工智能
奖项，成为首次获得该领域国际
重要奖项的中国人。

经过两年的学习，张钹基本
掌握了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也
坚定了一辈子从事人工智能领
域研究的决心。“这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势必会有很多困难和挑
战，但我喜欢探索‘无人区’，这
不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吗？如
果问题都解决了，还需要我们干
嘛呢？”

1982 年，访学回国的张钹踌
躇满志，却发现此时国内人工智能
研究尚是空白。“当时国家还没有
这个研究项目，我和同事思考要怎
么在中国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商量
后决定从需求入手。”

有哪些行业需要人工智能？
带着这个问题，张钹再次启程。夏
天前往西南，冬天奔赴东北，考察
人工智能在军工领域的用途。“尤
其是在东北的调查给我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张钹回忆，他们发
现炮弹制造的过程极其凶险，生产
车间都建在不同山坳，以防一个车
间的爆炸影响其他车间。“尤其是
装引信这个步骤，都是人工操作，
外国军事代表来了都不敢走进车
间。”

对于这一情况，智能机器人大
有可为。怀抱着强烈的愿望，张钹
和同事们回到北京，着手建立实验

室。可是对于刚起步的他们来说，
这一切并不容易。比如作为教学
和研究基础的机械臂，在美国实验
室早已普遍使用，在国内却一“臂”
难求。“当时我们找到福建省计算
机研究所，和他们合作，从香港转
运 了 一 台 二 手 机 械 臂 PU-
MA560。”

当时，得知机械臂终于登机，
正飞往北京，张钹的兴奋之情难以
言表，他亲自跟车到机场迎接，直
到搬运、装车、运抵清华园，他才松
了一口气。

PUMA560 的到来震撼了一
众专家学者。一支机械臂竟然能
写字、能摆积木！大家惊讶于这项
技术的同时，也意识到发展人工智
能技术的重要性，科研经费、课题
项目等问题都相继解决。

1985 年，张钹领衔成立了中
国首个智能机器人实验室，这一

年他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
授；

1986 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成立计算机应用博士点，张钹成为
这个博士点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

1987年，张钹入选国家“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承担
国家重点攻关课题；

1990 年，张钹和同事一起成
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国家重
点实验室——“智能技术与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几经艰难，张钹带领团队，用

一个个“第一”树立起中国人工智
能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搭建起了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平台。他提
出了基于商空间的多粒度问题求
解理论，成为粒计算领域的开拓者
之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仅仅两年，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引领发展，树立中国人工智能里程碑

学无止境，钻研第三代人工智能

勇闯“无人区”

2021年，张钹在清华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学习班上讲课。

开拓“无人区”

深耕“无人区”

2011 年，
张钹（右六）
参 加 清 华 —
日 本 东 京 大
学“知识社会
的 智 能 技 术
与信息管理”
研讨会。

红色讲堂开课
传递奋进力量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日前，福州市老
区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活动第一堂
课在福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心体育馆
开课，福州文史研究者、福州晚报原副总编
刘琳为福州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的同学们
带来了一堂以“捕风者：长征路上的隐形利
剑”为主题的思政教育讲座。

现场，刘琳讲述了中国红色电波之父、
密电研究奇才、福州格致中学英烈蔡威的红
色事迹，带同学们重温红色经典，感悟革命
精神。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福州市老区精神
和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全市
共选定 73个红色教育基地和 39名红色文化
实践课辅导员，将充分利用好这些红色资
源，讲好革命故事。

法律顾问进小区
助推源头化解物业纠纷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通讯员 仓萱）近
日，仓山区司法局上渡司法所联合上渡街道
办事处，在江南社区、建华洲社区开展“物业
管理那些事”普法课堂，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
物业纠纷的发生，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在普法课堂上，宽达律师事务所的张玉
律师作为上渡街道村（居）法律顾问暨“红心
律师团”成员，依据相关规定给物业从业人员
讲解了物业服务合同、物业费催缴、公共收益
等相关内容，并与现场人员开展互动交流，结
合司法实践就物业工作中常见问题给予专业
的法律指导。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