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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在浙江丽水青田方
山乡，烈日将稻田烤得滚烫。数
据显示，这个“华侨之乡”80%的人
口远赴海外工作定居，从事稻鱼
农业生产者的平均年龄已近花
甲之年。方山乡的情况并非个
案，面对稻田农户“断层危机”，
如何保卫千年稻渔非遗？当青
春学会俯身倾听土地的心跳，千
年农耕文明便有了接续星火。

这个暑假，由上海海洋大学
40名“05后”大学生组成的“稻渔
兴农·青年赋能乡村振兴行动”社
会实践团队分成三组奔赴浙闽皖
地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
系统核心区的浙江青田等地，展开

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田野调查。
在方山乡，归国华侨周大伯

一边撩起汗湿的衣襟擦拭脸上
的泥点，一边向实践队的成员说
道：“村里种田的只剩我们这些
老骨头。”

“七成农户卡在‘不会用’。”
团队成员郑嘉滢指着调研数据
说道，60%的老人认为设备维护
太麻烦，大多数的个体经营农户
因前期投入太高而放弃数字
化。此外，当学生们架起无人机
准备航拍时，信号却因5G基站覆
盖率不足导致间歇性中断。

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安徽
宣城的智慧农田给了团队启
示。洪林镇的稻渔基地里，无人
机顶着八级大风精准投饵，传感
器实时传回水体数据。

“科技不是用来消灭传统农
业，而是让农业变得更‘聪明’的
工具。”带队教师张冬冬说道。
在当地农户展示的智慧监测系
统上，虫害预警、水质监测一目
了然。六年来，上海海洋大学在
宣城孵化的智能系统使亩均效
益提升3000元，人工成本降低了
30%，这里更成为亚合资金项目

“澜湄稻渔种养技术合作及人才
培养”项目的科研和示范基地，
把稻渔综合种养这项农业文化
遗产输出至柬埔寨等国家。

“山区数字化不是把城市技
术搬来，而是让技术学会‘爬
山’。”团队成员林志航在调研笔
记里写道。带着这份经验，学生
们马不停蹄地返回学校开始撰
写调研报告并尝试改进智能系

统，他们计划通过轻量化物联设
计方言语音操作系统，让陈阿婆
他们对着手机喊话即可启动设
备，并建议在福建光泽县8个村
庄部署低功耗物联网基站，将山
间的信号覆盖率提升至85%。

在这场跨越三省的千年稻渔
非遗保卫战里，上海海洋大学“05
后”学子用科技赋能破解传承断

层。项目指导教师、水产与生命
学院李嘉尧副教授表示，上海海
洋大学依托农业农村部稻渔综合
种养生态重点实验室为地区提供
智能监测、生态评估等核心技
术。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传统技术
流失与数字化短板，结合自身所
学探索“数字稻渔”等方案，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农人的创新活力。

当文科遇到AI
随着AI时代到来，高等教育

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
革。美国哈佛大学2024年取消
了30多门秋季课程，历史与文学
类课程受冲击最大。国内高校
似乎也有类似举措，一些大学撤
销或合并了文科学部，停办诸如
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广播
电视学等人文社科专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AI大模
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
研究：2024》测算了“大语言模型
影响指数”，结果显示，编辑/翻
译、人事/行政/财务/法务指数较
高，意味着其职业受大模型影响
较大。

一方面，这些职业中的一部
分基础工作内容可以用大模型
工具替代，同时需要从业者能够
熟练使用AI工具；另一方面，这
些职业仍需要“人”的技能，如创
造力、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等，要求更高的认知水平和更丰
富的经验。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认为当
今文科课程并未跟上时代步伐。

高校文科教师也面临重重压
力。一边是对学生上交的“AI味
儿”作业仔细甄别、谨慎指导，一
边怀揣“被AI取代”的危机感：公
文、论文甚至诗歌都可以由AI代
笔完成，文科真的要“没落”了吗？

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新
文科建设宣言》，鼓励支持高校
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
程、实践教学课程；推动文科专
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
医交叉融合，并融入现代信息技
术赋能文科教育等。

这意味着，文科要寻找新的

破题方式。

高校探索新文科教育
我国高校新文科建设工作

一直在进行。人工智能席卷而
来，让更多人关注到高校这方面
的动作。

—— 文 科 教 学 打 开 新 空
间。去年8月，浙江大学数字人
文研究中心团队等开发和创建
的人文知识问答辅助系统“云四
库”上线，将通用大模型运用到
人文领域，与人文的数据结合，
在回答事实性问题的同时，还能
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思考和
学术探讨。

“人工智能拓展了文科教育
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可能。”团队
负责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徐
永明说。

—— 文 科 课 程 展 现 新 气
象。“技多不压身！”苏州大学文
学院2023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生杨智惠在校期间选修智能
计算与前沿应用，对人工智能在
语言文字处理中的应用有了更
深理解，为在北京师范大学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
方向）读研打下更好基础。

—— 加 速 跨 学 科 专 业 建
设。分析近五年“双一流”高校
新增专业布点相关数据可以发
现，自《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以
来，各高校相继设立交叉融合型
的文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武
汉大学等30余所高校开设“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一些专家指出，AI时代，学
科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文科

“跨界”能力将成为人才培养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文科同其他
学科的结合，将帮助学生从多角
度、多学科的视野理解世界。

AI催生文科职业新方向
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脚本、

设计镜头，用生成式AI工具制作
动画场景，做出相应的动画宣传视
频——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
制作员”王幻日常的工作内容。

去年大学毕业后，王幻进入
北京一家动画制作公司的AI部
门工作。出于对AI技术的兴趣，
学影视拍摄制作专业的他选择
了AI相关岗位。

他说，生成式AI动画除了需
要灵活使用多种AI工具，与AI沟
通还要注意精准，否则达不到创
意要求，生成的动画也要进行后
期调整修改。

中影年年公司研发总监蔡
一铭表示，当建模等技能被AI逐
渐拉平以后，美学和艺术理解在
这个岗位上会越来越重要，“未
来对内容的需求会爆发式增长，
会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
行业”。

人工智能伦理顾问、科技传
播专家、用户体验研究员……

“文科+AI”为文科毕业生打开了
新的职业通道。多所高校积极
响应这一新需求，北京大学设立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
学设立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复旦
大学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创新融合。

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也需
要文科。网易伏羲游戏AI产品
负责人李乐告诉记者，在游戏AI
领域，优秀的产品经理需要对市
场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要具
备较好的创意设计和沟通能力，
这是文科背景人才擅长的。

“目前游戏AI产品经理全国
范围内从业者预计仅有百人左
右，找到有经验的人才尤为不
易。”李乐建议高校培养具备复
合视角、技术通识和实战经验的
非技术人才，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AI行业相关项目、竞赛或实习。

行业风云变幻，年轻人应该
怎样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

徐永明认为，中小学生应该
尽早接触先进技术，把它作为一
种通识进行学习。这是新文科
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是一种生存
能力。

“选择某一领域并不意味
着一成不变，应该保持不断学
习和适应的能力，始终拥有面
向不确定未来的能力和勇气。”
王新凤说。 据新华社电

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科人才？

当05后“新农人”遇上稻田农户“断层危机”

如何保卫千年稻渔非遗？

正值2025年高考志愿填报期，有关专业选择的讨论再度升温。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理抉择”这一老话
题又引发新讨论。从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到近两年“文科无用”等论调，种种说法令不少考生及家
长心生迷茫。文科，还可以选择吗？高校对文科有哪些新探索值得关注？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科人才？

受访者供图

人工智能专场招聘会。 新华社 图

实践团队成员在安徽宣城学习投料无人机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