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拉珍 校对：党世友

意大利罗马，当地时间10月28日，菲乌米奇诺机场。和
煦的阳光中，CA940航班载着一批特殊的“乘客”冲上云霄，
踏上归途。

它们是意大利查获并于近期返还中国的56件文物艺术
品中的一部分。经过入库、点交、鉴定等诸多程序后，11月9
日，国家文物局向公众通报了这些珍宝归家的历程——

2022年10月、2024年4月，意大利文物宪兵分别向我国
通报3件和53件其查获的疑似中国文物信息。国家文物局
根据专家鉴定和法律研判结果，向意方提供了翔实的鉴定意
见和法律依据报告，并通过外交渠道向意大利政府正式提出
返还要求，意方决定返还上述56件文物艺术品。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实现 48批次 2113
件/组文物艺术品回归。一批批文化瑰宝历尽劫难、跨越山
海，回到祖国人民怀抱。

曾几何时，它们是中华民族心头的伤痛。
圆明园惨遭焚毁，敦煌石窟屡被破坏……残垣静默，几

番梦回。翻开中国近代史，大量文物四散飘零的命运，令人
扼腕。

如今，青铜“虎鎣”亮相国博、马首铜像回归圆明园、天龙
山石窟流失佛首重返故土……一声声“归来”的呼唤，已一次
次化作现实中最美好的重逢。

遥想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郑振铎等老一辈文物工作
者，需要通过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等方式，在国计
维艰之时为国家追回大批珍贵文物。

“秘密”二字，透出了无尽的艰难与坎坷。他们“惟必须
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方能“以免有坏人钻空子”。

今天的回归之路，已有新格局。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这

项工作有了专业队伍；多部门联动，形成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工作合力；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机制……

今天的回归之途，正探新路径。
流失文物追索不仅牵涉极其复杂的法律难题，还往往涉

及民族情感和国际关系，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统工
程，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

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近年来，
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同时，还上线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为追缴被盗文物及海外
流失文物依法追索提供依据。

今天的回归之势，渐成新共识。
这批文物“于法于理都应该归还”——2020年 10月，一

批68件流失英国文物被返还给中国时，负责签署相关文件
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警探苏菲·海斯这番话令人印象格外
深刻。

这恰是一种变化的生动印证。
“近年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发生有利于文物原

属国权益的改变。”国家文物局交流合作司（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等理念深入人心，成为牢固的国际共
识，为广大文物流失国和现持有国之间开展追索返还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
空间。

同时，我国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彰显着东方大国的历史担当。从
2014年主导发布《敦煌宣言》，到2024年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
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中华儿女正为
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智慧。

穿越千百年，跨过山川大海，48批次文化瑰宝失而复得，背后是写不尽的
传奇。

文物回家的故事仍在继续。
对于仍流落在外的文化瑰宝，有一点可以笃定：一个矢志复兴的国家，一

个珍视自身文化的民族，永远不会放弃追寻。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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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孙晶、胡丹丹）近日，传统互联网搜
索巨头谷歌宣布其“双子座”人工智
能（AI）模型将整合谷歌搜索功能。
随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发 布 公 告 ，正 式 上 线
ChatGPT 的实时搜索功能。随着
AI技术的迅猛发展，AI搜索引擎逐
渐成为信息获取领域的新兴力量，
为用户提供更为智能和个性化的搜
索体验。

为 什 么 各 家 纷 纷 布 局 AI 搜
索？AI搜索与常规搜索有何不同？
国产搜索引擎是否能转型 AI 化？
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并非传统搜索引擎升级

随着生成式AI在 2023 年突破
性发展，AI工具在多个领域得到快
速部署，搜索就是其中之一。AI搜
索不仅仅是传统搜索引擎的简单
升级，而是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
言处理等技术重塑信息获取的方
式。“困惑”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阿
拉温德·斯里尼瓦斯将其描述为一
个“答案引擎”——当用户提出问
题，它会给出一个简洁明确的答
案，且所有的答案都标明了来源，
并给出系列联想问题，与用户形成

进一步的互动，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相关话题。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
士傅晓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AI搜索通过语义理解和深度
学习技术，重塑了传统的关键词匹
配模式。这一获取信息方式的重大
变革将让AI搜索在医疗、法律、金
融、初创企业估值等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

阿里巴巴智能信息事业群副总
裁周晓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搜索
引擎的核心价值是连接用户与他们
寻求的信息，AI搜索重塑了信息获
取方式，让用户与信息的距离趋近
于零，这是AI搜索未来拥有广阔前
景的核心基础。

此外，AI搜索技术的特点决定
了它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查询，不
局限于文字，还能理解和索引视频、
图片、语音等多样化内容。这种多
模态的处理能力，使得AI搜索能够
从更广泛的数据源中提取信息，为
用户提供更丰富和准确的搜索结
果。同时，AI也重塑了搜索的产品
形态，可以实现AI写作、AI文件总
结等，让搜索从工具变为全能 AI
助手。

传统搜索引入智能体

面对AI搜索的浪潮，传统搜索
引擎也通过引入智能体来实现“AI
化”升级。

百度搜索品牌运营负责人容薇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智能体是
被广泛看好的AI 应用方向。根据
业界通用定义，智能体是能够与环
境互动、收集数据，利用数据去自主
决定完成预设任务的计算机程序，
其最大的特点是自主性——人类只
需交给它一个最终目标，由它自行
拆解目标、获取相关数据资源、反馈
结果，所以它能够完成更加复杂、更
加模糊的任务，从而大幅度提升生
成式AI的实用价值。

智能体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搜
索引擎的延伸和升级。在生成式AI
诞生之前，人们除了参考网站和社
区的资料之外，主要还是通过搜索
引擎手动寻找答案——尝试用不同
的关键词搜索出大量信息来源。而
在生成式AI的时代，搜索引擎成为

“智能体中枢连接器”的角色。
针对获取信息场景，周晓鹏表

示，搜索是用户发起需求的入口，面
对复杂问题，AI搜索可以拆解、推理
用户意图，检索、分析和总结全网信

息，生成和聚合多模态的回答。搜索
结果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核心。
因此，AI搜索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内
容形态和交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进
化成为各类用户场景中的AI助手。

隐私保护成未来发展焦点

尽管AI搜索引擎展现出广阔的
市场前景，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战。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是用户关
注的焦点，如何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
时保护用户隐私，将是AI搜索引擎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傅晓岚认为，隐私保护、技术合
规和伦理问题等都对AI搜索引擎的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AI
搜索引擎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突破，
为用户带来更加智能和便捷的搜索
体验。

周晓鹏表示，安全、合规是每一
款产品想寻求更大发展的基石，AI
产品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
新问题，强化技术保障、明确隐私政
策、限制数据使用范围、数据合规使
用是每个从业者应尽的责任。他说：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行业、学界、机
构、政府等多个角色不断交流，不断
缩小认知差异，达成共识。”

AI搜索引擎重塑信息获取方式

今年，来自秘鲁、巴西、尼加拉
瓜、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参展商继续
跨越山海，共赴“进博之约”。收获
订单、开拓市场、洽谈合作、共话友
谊……一座“进博之桥”持续拉紧中
拉友好合作纽带，为推动中拉命运
共同体建设再添生动例证。

“进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平
台。只要看看活动举办地，就能明
白进博会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
重要性。”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
会驻华高级官员路易斯·卡韦略兴
奋地对记者说。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秘鲁最大
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中秘自
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于今年6月宣
布实质性完成，两国贸易的便利度
和开放度进一步提升。不少秘鲁参
展商连续七年赴约进博会，带来的
羊驼玩具、葡萄、芒果和咖啡不仅广
受中国消费者青睐，还顺势打开国
际市场，收获满满。在卡韦略看来，
中国是秘鲁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
在促进秘鲁进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推动了秘鲁经济发展。

卡韦略认为，进博会不只关乎

订单和投资，更搭建起一座促进
中拉乃至各国民心相通的友谊之
桥。“在秘鲁，我们拥有拉美地区
最大的华裔社区之一，首都利马
的唐人街非常繁华。进博会上，
许多会说西班牙语的中国人主动
来和我们交流，我们也有机会认
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交到
不少朋友。”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最大贸易伙
伴和最大直接投资目的国。本届
进博会上，不少巴西企业表达出希
望与中国在绿色环保领域加强合
作的意愿。作为进博会“四年级
生”，巴西木浆生产商书赞桉诺此
次特地选择在进博会上发布新品，
希望为中国的绿色转型作出贡献；
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执行
副总裁亚历山大·丹布罗西奥期待
中国和巴西在碳减排领域加强合
作，共同助力全球脱碳进程。“进博
会让各国参展商、政府机构官员能
够聚在一起，探讨新的合作方式。”
他说。

巴西驻上海总领事奥古斯托·
佩斯塔纳说，今年巴中两国贸易额

有望再创新高。“我们希望增加对华
出口品类，比如咖啡、亚马孙河流域
特色鱼类等。通过进博会平台，巴
西企业能更好了解中国市场并建立
联系。”

走进本届进博会主宾国之一的
尼加拉瓜国家馆，浓郁咖啡香气扑
面而来。咖啡师胡利奥·奥夫雷贡
正熟练地制作咖啡，热情邀请记者
和参观者品尝：“尝尝这款‘水洗’咖
啡，有水果味和甜味！”

从第五届进博会以线上方式参
展，到第六届进博会只有一家企业
线下参展，再到第七届进博会超过
50家企业组团参展，尼加拉瓜用三
年实现进博会“三级跳”，折射出两
国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空间。尼
咖啡生产商贡萨洛·卡斯蒂略说，进
博会为尼企业打开进入中国市场的
大门，“我们的对华出口正在增长，
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每一年加入进博会参展团的
乌拉圭企业数量都在增加。”在乌拉
圭投资、出口和国家品牌促进机构
官员格拉谢拉·德贝尔眼中，进博会
不只充满商业机遇，更是企业宝贵

的学习机会。“我们今年带来葡萄酒、
宝石等传统产品，我们的企业能来这
里学习中国市场运作模式，这非常重
要。无论从文化、商业还是技术层
面，进博会都为合作和交流提供重要
平台。”

今年，十多家智利葡萄酒、新鲜
水果、海产品企业亮相进博会。智利
贸易促进总局亚洲及大洋洲事务主
管、智利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纳塔利
娅·科尔特斯说，智利从未缺席过任
何一届进博会，这一展会助力智利出
口目的地更加多元化，让智利产品进
一步打开中国和国际市场。

“智利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互补性
强，双方都能获益。例如，中国是智
利水果出口第一大市场，智利的优质
海产品也在中国受到欢迎，而中国近
年来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
源设备等，智利正需要应用和推广这
些产品。”科尔特斯说。

中拉虽远隔万里，却彼此心心相
通。借进博会开放“大舞台”，中拉深
度合作、携手发展，必将进一步助力
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华社上海/墨西哥城11月11日电）

“进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平台”
——“进博之桥”拉近中拉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社记者 闫洁 李佳旭 朱雨博

入冬，各地滑雪场陆续开板，新
一轮冰雪“热”蓄势待发。随着我国
冰雪运动加快普及，消费者对冰雪
运动服装、器材等的需求与日俱
增。记者了解到，小到冰刀、雪板，
大到造雪机、压雪车，产业向“新”力
不断增强。当前，不少企业、园区加
快布局，推动冰雪经济发展驶入快
车道。

新雪季来临，位于吉林省的辽
源市德弘冰雪运动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今年新投建的滑雪靴自
动化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一双双自
主设计研发的滑雪靴从这里发出，
成为滑雪爱好者飞驰雪场的滑雪利
器。“我们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行走
习惯进行研发。”公司总经理曹国清
说，目前企业正与度假区、滑雪场等
洽谈合作，预计滑雪靴年产量将达
30万双。

近年来，冰雪领域的新产品呈
现越来越多科技元素。使用智能滑
雪鞋垫，滑雪过程中的双脚压力、运
动加速度、滑行路径等数据轻松掌
握；穿上发热雪地运动鞋，其中内含
的柔性电池和弹性加热片可以在零
下25摄氏度的雪地中持续供热2.5
至5小时……以5G、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持续推动冰
雪产业发展。

加快材料、零部件等技术突破，
加强跨领域跨学科融合。例如，航
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联合中国一汽
等企业将航天领域先进的碳纤维复
合材料技术和气动外形设计技术应
用于雪车，研制出碳纤维雪车。随
着创新深入，冰雪产业发展的活力
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的信息显示，我国已
形成 15 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
系，基本覆盖了从头到脚、从个人到
场地、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全产
业链的冰雪装备器材。企业数量从
2015 年的约 300 家增长到 2023 年

的 900家左右。截至目前，我国有冰
雪装备器材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家、专精特新企业21家。

一些国产冰雪品牌已然崭露头
角。卡宾在冬博会现场发布全自动造
雪系统及全自动造雪机鲲鹏SU8，华
冰体育加快浇冰车研发创新……

加快发展冰雪产业，有关部门和
地方纷纷打出政策“组合拳”。例如，
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冰雪装备行业标
准化工作组，加强冰场、雪场用装备
标准研制，加快适用国际标准转化，
填补国内冰雪装备器材标准空白。在
张家口高新区，冰雪产业主题基金为
冰雪装备企业融资发展提供支撑，冰
雪运动装备产业园推动产业规模化集
群化发展，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器材
已在10多个大型雪场和国家项目中
投入使用。吉林、黑龙江等多地因地
制宜形成产业集群。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
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
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7年冰
雪经济总规模达到 1.2 万亿元，到
2030年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5万亿
元。意见提出，围绕冰雪竞技与冰雪
旅游需要，发挥重大专项资金引导作
用，组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研
发一批运动员竞技、训练、测试、康复
急需的装备器材，加快推动缆车等冰
雪装备“卡脖子”关键技术突破。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
责人郝立顺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研究出台推动包括冰雪装备在内
的体育器械高质量发展有关举措，进
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同时持续推动冰
雪装备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
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用户单位加
强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产品研发。

此外，记者了解到，国家体育总局
将在群众性冰雪运动产品和服务上继
续加大供给，加大对冰雪运动新产
品、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支持力度，
推动建设适合群众参与的冰雪运动新
场景。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探寻“小雪花”里的“大商机”
——冰雪产业向“新”热潮涌动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张辛欣 王帆

火红的西红柿、嫩绿的豌豆尖、水灵灵的小
白菜……沐浴着初冬清晨的阳光，乘着252路公
交车抢“鲜”进城，不到一小时就从乡间送到城
里，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这是最近贵州省贵
阳市252路公交车沿线村民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252 路公交是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至云岩
区大营路的公交线路。长期以来，因起点站沿
线菜农众多，存在人货混装的现象，不仅影响乘
客出行体验，也给安全运营带来隐患。

今年 6 月以来，为方便公交沿线村民进城
售卖农产品，当地公交公司优化线路，每天清晨
开通“惠农专线”，专门保障农户运送果蔬进城
售卖。同时，为方便农户放置背篓、菜篮、扁担
等物件，公交公司在车厢内安装了置物架及固

定菜篓所用的皮绳。
随着“惠农专线”的开通，新鲜果蔬进城的时

间从一个多小时缩减至 40 余分钟，不仅有效解决
了人货混装的问题，也解决了农民进城卖菜转车
难、运输成本高的难题。一些网友评价，这是一
趟载满人间烟火和城市温度的公交车。

图①贵阳市乌当区下坝镇下坝村的村民在地
里摘菜，准备第二天进城售卖（11月6日摄）。

图②菜农从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乘坐
252 路“惠农专线”公交车进城卖菜（11 月 7 日
摄）。

图③为乘坐 252 路“惠农专线”公交车进城的
菜农在贵阳市大营坡附近卖菜（11月7日摄）。

（新华社发）

这趟城乡公交，载满人间烟火和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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