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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10月
29 日电（记者李国利
刘艺） 我国瞄准北京
时间 10月 30日 4时 27
分发射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蔡旭哲、宋令东、
王浩泽组成。

10 月 29 日上午，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
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会上表示，经任
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我国瞄准 10月 30日 4
时 27分发射神舟十九
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
东、王浩泽组成，蔡旭
哲担任指令长。

林西强介绍，蔡旭
哲执行过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行任务；宋令东
和王浩泽均为我国第
三批航天员，两个人都
是“90后”，都是首次执
行飞行任务。

“宋令东入选前是
空军飞行员；王浩泽入
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
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
师，是我国目前唯一的
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也
将是我国第三位执行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
女性。”他说。

目前，任务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
长征二号F遥十九运载
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

这次任务是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4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
载人航天工程第 33次
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
的是：与神舟十八号乘
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
间站驻留约 6个月，开
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
（试）验，实施航天员出
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
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
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
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
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
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
空间搭载试验，进一步
提升空间站运行效率，
持续发挥综合应用效
益。

按计划，神舟十九
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模式，约 6.5 小时后
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
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
组合体。在轨驻留期
间，神舟十九号航天员
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
货运飞船和神舟二十
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
划于 2025 年 4 月下旬

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船箭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

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
状态正常，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林西强介
绍，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
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 11月 4日返回东风着
陆场。

新华社酒泉10月29日电（李国利 占康
黄一宸）当弱水之畔的千年胡杨变幻出金黄
绚丽的色彩，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又一次被世人目光聚焦——

10月29日10时，执行神舟十九号飞行任务
的3名航天员神采奕奕地在问天阁首次公开亮
相：指令长蔡旭哲是属龙的“70后”航天员，时隔
22个月再度飞天的他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
空用时最短纪录；两个属马的航天员都是首次
飞天的“90后”，分别为我国首位“90后”男航天
员宋令东、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 14次载人飞
行。自 2003年杨利伟圆梦太空至今，从“60后”
到“90后”，共有24位飞天英雄亮相问天阁。

又是一年金秋季，“龙马”奔腾踏九霄。根
据计划，10月30日凌晨4时27分，新的“龙马组
合”将从这里腾空而起，飞赴天宇。

蔡旭哲：
最短时间重返“太空家园”的航天员
时间过得真快。太空中忙碌充实的场景还

历历在目，蔡旭哲又要重返太空了。
不同的是，他这次是神舟十九号乘组指令

长。
“首次天外归来，我给自己做了两个归零，

心理归零和身体归零。不管哪一次飞，都当成
首次飞。”蔡旭哲说。

22个月，他完成了从隔离恢复到正常训
练、再到备战神十九的全过程，成为目前我国
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航天员。

第二次站在问天阁向中外媒体记者挥手
致意，蔡旭哲的动作更加从容。胸标上的那颗
金黄色五角星，代表着他已经执行过一次飞行
任务。

2022年6月5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
刘洋、蔡旭哲飞赴太空。巧合的是，陈冬、刘洋
的属相也是马。

细数那半年，蔡旭哲亲历了中国载人航天
史上多个“首次”。

随着问天舱、梦天舱先后与核心舱相连，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升级为容积约110立方米
的“三居室”。

他第一个将睡眠区搬进了问天舱，担负起
值守任务。工作之余，他喜欢透过舷窗眺望地
球，特别是当空间站飞过家乡河北深州上空的

时候。
“北京、天津、河北，在渤海湾的衬托下是

那样的美丽、那样的熟悉和那样的亲切。”在一
段“从太空家园拍摄地球家园”的录像中，蔡旭
哲深情旁白。

2022年 11月 3日，他见证了中国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不久后，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太空家
园”。

“作为一名航天员，我很幸运，生在一个伟
大的祖国，也很骄傲，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新时
代。”他说。

2022年11月17日，随着核心舱与问天舱、
梦天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完成，我国在三舱舱
外搭起一座“天桥”。

那一天，蔡旭哲第一个通过这座“天桥”，
首次实现跨舱段舱外行走。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通过天地通信
链路，他的声音从太空传到北京。

别离之际，神十四号、神十五号两个乘组
进行工作交接，6名航天员在确认书上分别签
下自己的名字，从“太空会师”的那一刻起，中
国空间站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次日，蔡旭哲在日记中写道：“2022年12月
3日，小麦最后一次浇水。合影，舍不得离开。”

又一次出征在即，又一次相逢在即。
这一次，蔡旭哲将带领两名“90后”飞赴苍

穹。他说：“我们虽然有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但
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为国出征、为国争
光。”

神舟十九号任务中将会安排多次出舱任
务。备战训练时，他对乘组提出了“四个不能”，
即：学习不能放过一丝疑问，训练不能有一丝
懈怠，操作不能有一丝疏忽，遇到困难不能有
一丝退缩。

今年是龙年，右臂佩戴着的神舟十九号飞
行任务标识也有“中国龙”的纹样，属龙的他
说：“龙和马这两个属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
有着很好的寓意。相信我们在天上能够圆满展
示‘龙马精神’，安全、顺利、稳妥完成各项既定
任务。”

宋令东：
我国首个飞天的“90后”男航天员
“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走出丛林，敌人

才发现，击退他们多次进攻的，竟然只有一个
人。他孤独又骄傲地守在那里，身后是火红的
晚霞满天。”

这个从书中读到的故事，让宋令东终生难
忘。他说，他就梦想成为这样的守望者，去守一
片国土，护一方平安。

1990年 8月，宋令东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
农村家庭。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天不亮就下地给
棉花苗掐尖，以期长出更好的棉花。“就算是种
庄稼，父亲也要做最好的庄稼汉。”宋令东说。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他一岁半时，
骑着三轮车到县城整日走街串巷卖凉皮。

只有在除夕那天，一家人才难得团圆。
“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他们却从不在我面

前抱怨。”宋令东说，父母带给他的，是中国人
骨子里的坚韧和乐观。

21年前，13岁的他观看神舟五号成功发
射，飞天梦想的种子就此萌发。

高中毕业前夕，宋令东报名参加空军招
飞，选择了离太空更近的天空。

录取通知书送达家中那天，母亲激动得放
声大哭，父亲却把录取通知书锁进柜子，生怕
它会长翅膀飞走。

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刚上大学时教员
说的一句话，让宋令东热血沸腾。他暗自发誓：

“我，就要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
这个目标，也成为他奋进路上的强劲动力。
毕业后，他成为空军航空兵某旅首位“90

后”三代机飞行员，经常驾驶新型战机翱翔祖
国蓝天，圆满执行多项重大任务，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

“每次结束任务返航的时候，我会看看飞
到哪儿了，看看自己所守护的这片空域。”宋令
东说，特别是在霞光万道中着陆，像极了故事
中的那一幕，不过主角换成了自己。

后来，他把自己的网名叫为“守望者”，10
多年来从未换过。

“有时候也会想，我还能飞得更高吗？”宋
令东说，2018年，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再次点燃
了他的飞天梦。

2020年 9月，他正式加入我国第三批预备
航天员队伍。

入队时，宋令东的成绩很突出。然而，一次

重要任务选拔他却榜上无名。
欲“问天”，先问己。宋令东决意要改变自

己。
不管是训练工作，还是生活中，他都刻意

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稳下来、静下来。为了磨
炼心性，他还特意学习钓鱼。

操作上，宋令东不再追求速度，而是稳中
求进，各项训练成绩也稳步提升。2023年，经全
面考评，他成功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
乘组。

“能够为国出征，我深感荣幸。我将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棒，展示好‘90后’
形象，将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飞天在即，宋
令东满怀信心地说。

王浩泽：
我国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
“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是春的女儿。”1990年

春天出生的王浩泽说，她母亲的名字里也带有
“春”字。

王浩泽说，母亲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妈妈
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考上大学，靠自己的努
力改写了命运。”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王浩泽从小就知道，
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争取到理想成
绩。

正是靠着这股“要比别人多努力些”的劲
儿，她考入东南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读
研期间，王浩泽跟随导师研究等离子体爆震。
面对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压力非常大，一向相
信努力会有收获的她也不由得开始质疑自
己。

“如果你不感兴趣就不认真做，也许以后
遇到感兴趣的事，也没有认真做事的习惯了。”
导师的话让她醍醐灌顶。

研究生毕业，这个从河北滦平走出来的女
孩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从事火箭发动机预研工
作。在这里，王浩泽报名并通过了我国第三批
预备航天员选拔，成为我国首个女航天飞行工
程师。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唯一的女性，王浩泽
同其他航天员一起，开始在训练中挑战生理心
理的双重极限。

出舱程序训练中，航天员需要穿上100多公
斤重的舱外航天服，模拟出舱过闸段动作。由于
服装内加了0.4个大气压，王浩泽举手投足比较
费力，加上在头盔内头部活动受限，视野也变得
狭窄，只能借助腕部反光镜来扩大视野。

“将一个软管束的接头插入腰际直径仅约
1厘米的两个插孔，手只能勉强够上目标，但视
线够不着，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也没有触感，试
了几次后，胳膊就没力气了。”王浩泽说。

不服输的她主动找教员一遍遍加练，反复
揣摩手抓握扶手的位置、反光镜的方位和身体
姿态的扭转角度。慢慢地，她找到了巧劲儿，动
作能一气呵成。

每次大型训练后，王浩泽都会写个训练小
结，这是心得体会，更是激励自己勇往直前的
战斗宣言。

48小时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王浩泽这样记
录：晴天炎热，下雨寒冷，既感受到了沙漠温差
几十摄氏度的残酷，又领略到躺在伞布上看着
漫天星汉灿烂的浪漫柔情。

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王浩泽
这样描述：在一个门窗紧闭的房子里，时间长
得让人如坐针毡，脑袋却如放弃治疗一般逐渐
低垂，只能靠胳膊苦苦支撑……

结束海上训练后，王浩泽这样写道：直升
机掀起的风浪直扑过来，即使背过身去也能感
觉到呼啸的海风拍打着后脑勺，耳朵根被浪花

“一刀刀割着”。
2023年，王浩泽被选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乘组。她说：“我相信在指令长的带领
下，在天地一心的默契配合下，我们乘组一定
会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这个秋天，“春的女儿”将迎来又一次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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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杨湛菲 赵
旭 朱涵）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国多所高校面向
本科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北京宣布市属公
办本科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天津则面
向全市高校全面开放首批 3门市级人工智能通
识课。

教育部今年启动了教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
型应用示范行动，将打造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
系，赋能理工农医文等各类人才培养。听起来门
槛较高的人工智能，高校何以“人人皆学”？

走进大学通识课堂

“你能分辨出音乐人谱写的乐曲与AI生成的
音乐吗？”“人类与AI创作的作品有何不同？”新学
期伊始，在《人工智能：情感、艺术与设计》首堂课
上，借由生动的案例，浙江大学张克俊老师带领
不同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探讨：AI技术进步将为艺
术创作与情感表达带来的可能性。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江
全元介绍，今年计算机类通识必修课程体系全面
升级，自2024级起面向全校不同专业开设多层次
的人工智能通识必修课程。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大
二及以上本科生开设五个试点班，共有来自非相
关专业的 256名学生选课。明年春季学期起将在
全校全面开设。

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许鹰说，今年开
设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为必修课，目前主要面向
1841名大一新生，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可选修。

“学校从上学期开始就定期组织集体备课，不断
优化完善教学内容，保证课程内容适应不同专业
的学生；教学过程中，也会加强对这门课的督导
检查。”

北京市属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的设计，由
北京市教委统筹领导，北京邮电大学牵头，相关
市属高校分工负责、共同参与完成。北京邮电大
学副校长孙洪祥表示，课程内容要兼顾难度和
深度、适应性强、覆盖广泛。“学生人数多，专业
背景和个性化需求多样，既要考虑到不同院校
之间的学科专业差异，又要兼顾学生的能力水
平。”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是复旦大学今年开
设的 61门“AI大课”之一。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
业的小郭说：“此前的四周课程中，老师系统梳理
了全球各个国家的AI政策与发展方案。未来数字
政府、电子政务是发展趋势，这门课跟我所学的
行政管理专业息息相关，帮我延展了这方面的视
野。”

“人工智能大模型倒逼传统教育的变革。”浙
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万良
认为，推广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有助于让各专业
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实现人工智能与
教育的深度融合。

直面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
球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教育变革产生着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人工智能进入大学通识教育，意味着它已
成为人们学习、研究和工作中的通用技术。运用
人工智能成为人人需要掌握的能力。”浙江大学
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说。

为使不同专业学生学有所得，不少高校为学生
“量身定制”了学习内容。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北京市属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慕课课程模块设
计了理工版、管文版和艺体版3个通用版本，学校可
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特点个性化“组装”课程。

北京建筑大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主讲老师吕橙
介绍，非信息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并非从零开始学
习技术开发和编程，而是要建立科学系统的人工
智能认知和概念，培养基本人工智能素养，初步学
会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专业领域的基本问题。

“很多时候，想到比做到更重要。”王万良说，
非专业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知识，有助于他们熟悉
技术需求与应用思路，进而提出专业领域的解决

方案。这是创新的源头。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市场、创新能力、知识

结构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也是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的重要内容。

“人工智能具有学科交叉的鲜明特点，正推
动基础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和工程技术难题突破；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就是让学生们从知识本
位迈向能力本位，恪守人工智能发展伦理规范。”
吴飞说。

孙洪祥表示，北京市属高校统一开设人工智
能通识课程，势必加快推进学生科技素养和创新
能力的提升，培养学生审美、共情、想象等“超越
机器的能力”。

探索教育和行业未来

放眼世界，高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成
为全球教育领域的共识。众多顶尖高校将其纳入
通识教育范畴，相关课程不仅传授技术核心原
理，更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人
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影响。

例如，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激进主义－
艺术》课程，结合艺术与技术，鼓励学生探索AI在

艺术创作中的应用，同时反思技术进步对社会价
值观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
大学学院等也纷纷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为学

生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通识教育的发展来看，大学计算机通识教

育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对非计算机专业的
教学和科研支撑越来越显著。如今，“大学计算
机”已经同“大学数学”和“大学物理”一样成为很
多大学生的必修课。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近年来新工科、新文科、
新医科和新农科“四新”专业体系建设推进，迫切
需要进一步实现对学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
提升学生围绕专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技能。

通识教育也区别于专业教育。很多高校近年
新增人工智能、智能建造等“智能+”新工科专业。

专家认为，当面对新兴产业需求时，未来应
淡化专业、强化课程，通过拓展组织边界、学科边
界等，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系统
改进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仍在发展之中。各高
校积极探索师资配备、学习效果、培养方式等方面
的更优方案，如在全校或更大范围内统筹调配专
业师资力量，应用模块化教学，改革考核方式等。

“未来需要重视人工智能实训，聚焦前沿技
术和应用场景，促进学科交叉和校企协同，引导
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强化伦理意识。唯有将
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培养出
具备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和伦理素养
的新时代领军人才。”吴飞说。

人工智能，高校“人人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