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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小学地处旬阳城区以北 70 公里的大山深处，距麻坪镇
人民政府所在地 32 公里，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学校。 现有在校学
生不足 50 人，任课教师 7 人，每年毕业人数 10 人左右。 学校服
务于周边 2 个行政村， 服务半径 10 余公里， 覆盖人口 1800 余
人。 学校深居秦巴腹地，多丘壑少平地，平均海拔在 1000 米，属
于较寒冷区域，出行多有不便，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进入冬季，下
雪是兰坪的常态，有关兰坪小学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时光流逝，岁月交替。 兰坪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历经时代
的变革，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观念及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悄然改
变，但在兰坪人记忆深处的拼搏与奋斗品质生生不息。 人类历史
中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命运的故事层出叠现，兰坪记忆永
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并向未来延伸……

今天，我打开十五六年前的兰坪记忆，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
代，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在不同的生活时间空
间里演绎着各自的角色，担当着不同的使命。 我们再次相逢，惊
讶地发现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 他们所绽放的精彩让我重新
审视生命的意义，重新理解教育的多元价值。 兰坪小学的故事是
一段关于奋斗的故事，或似曾相识，或意想不到，都足以叩击我
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长大其实很快。 当年的学生已经长大，
前路无论平坦还是崎岖，他们依然勇敢前行。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
成长，也是最好的人生。

本报讯（记者 田丕 实习生 肖赫阳）10 月 21 日，安康鸿
志学校举办建校二十周年庆典，市、区相关教育部门出席活动。

庆典活动通过校史讲解、文化展览、文艺演出、交流座谈等
形式，全面展示了该校二十年来的教学理念、校园文化和教育
成果。同时，邀请了社会各界嘉宾共同探讨教育发展大计，为学
校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

据了解，该校自 2004 年成立以来，秉持“以人为本，质量立
校，管理兴校，科研强校”的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创新教育教学
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深化课程改革，丰富课程体系，
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 截至目前，该校已建成 58 亩新校区，教学楼、宿舍、操场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校园能容纳 2500 余名学生。 除此之外，
学校还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共有 170 余名专任教师，其中 6
名市级教学能手，18 名区级教学能手。 2024 年高中上线率达到
99.5%。

在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期间，生成式人工智能
和大语言模型的应用成为诸多媒体人热议的话
题。 媒体行业正迎来一个人机协作新阶段，在新闻
信息采集、生产和分发的全链条中 ，人工智能 （AI）
参与度越来越高。 在这股智能化浪潮中，媒体人也
迎来了技术素养和知识结构 “升级换代 ” 的新课
题。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在峰会期间发布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命》报告。 报告
对全球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机构所做的调
查显示，目前已有 10.2%的媒体机构全面拥抱 AI，在
机构层面设立了相应机制，将 AI 引入生产流程；41%
的媒体机构正在积极探索 AI 技术应用，鼓励和支持
部分新闻业务板块试用 AI 技术。

毫无疑问，新闻编辑室正变得越来越有“技术含
量”。 当数据新闻学兴起时，学数据处理、Python 编程
成为热门； 而在大模型应用正酣的当下， 掌握与 AI
模型沟通的新语言———“提示工程”又成为媒体人的
“必修课”。

“提示工程”是指通过设计和构建有效的提示信
息，引导 AI 模型生成更准确、有用的回答或完成特
定任务的过程。 “调教”大模型并非易事，记者们往往
需要像精心设计采访问题一样设计提示问题， 才能
让大模型回答更“切题”，提升其查找新闻背景信息、
进行数据分析等功能的准确性。 挪威最大的媒体机
构 Amedia 已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培训员工掌握“提示
工程”，学习如何有效向大模型提问，并制定工作守
则和培训课程。

记者、编辑们正积极尝试利用 AI 这一新合作伙

伴提升采编效率。 新华社智库报告显示，在机构层面
应用生成式 AI 的受访媒体已探索或有意探索的应
用场景前三位是：第一，辅助编辑，如事实核查、语音
转文字、翻译等；第二，创作内容，如生成摘要、制作
图表海报、数字主播配音等；第三，策划选题或草拟
提纲。

路透社亚太副总裁颜灵思在媒体峰会期间表
示，路透社对生成式 AI 在三个关键领域的潜力感到
特别兴奋：减少编辑部的机械工作，用机器增强记者
的工作能力，以及通过构建和运用新的 AI 工具来改
变业务未来。

颜灵思说，路透社已将 AI 生成的标题助手和要
点摘要工具集成到其网络发布平台中。 “我们发现 AI
工具非常擅长总结故事和生成标题， 这是一种非常
节省时间的工具。 ”

环顾全球媒体 ，AI 的应用确实带来新闻生产
“效”、“质”与“量”的提升。 新华社“元卯”元宇宙系统
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驱动，包含数字人、元魔方等多
套生产辅助工具； 英国广播公司研发的新闻聚合和
内容抽取系统“榨汁机”，利用 AI 自动抓取全球免费
新闻网站内容并分类， 为记者提供新闻素材和选题
参考 ； 《纽约时报 》 开发数据分析机器人 “Blos鄄
somblot”，分析社交平台文章，预测适宜在平台上传
播的信息，帮助打造“爆款”内容；由秘鲁安第斯通讯
社和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文学系媒体实验室联
合开发的 AI 数字人 Illariy， 使用了当地土著语言进
行新闻播报……

那么，面对 AI 给新闻业带来的“转型升级”，当
越来越多 AI 主持人、AI 播报员等出现， 媒体同行是

否担心被 AI 抢了“饭碗”？
在南非独立传媒集团董事长伊克巴尔·瑟弗看

来，AI 与媒体内容之间的关系好比建筑师与建筑物，
AI 这名“建筑师”只能搭建出“建筑物”的外部框架，
而“建筑物”的内部细节则不能只靠 AI 完成，需要记
者去挖掘故事的细节、深度和人性。

《印度教徒报》 总编辑苏雷什·楠巴斯持同样观
点。 在他看来，生成式 AI 无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而
是通过提供新工具、 扩大访问范围和解锁新的内容
形式来增强人类的创造力。

《俄罗斯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察表示，与人相
比，AI 少了一些“个性”，“很难教会 AI 拥有每个记者
的个人特点，尤其是才华横溢、个性鲜明记者的个人
特点”。

目前，AI 尚无法具备记者所有的深刻的社会人
文关怀、专业的深度报道能力和复杂的情感理解。 AI
应“取代”琐碎重复性的工作，从而让记者们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更富创造性和调研深度的报道。
比如很多体育赛事播报、金融市场动态已由 AI 写稿
机器人编发。

事实上，AI 与新闻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正在创
造新的岗位，如“AI 新闻产品负责人”“提示工程师”
“事实核查员”“AI 音视频编辑”“AI 模型检测调优工
程师”“前瞻技术研究员”等。

AI 对媒介生态的影响正不断发展， 对于记者编
辑来说 ，与其担心被 AI 替换掉 ，不如及早 “下场共
舞”，敞开胸怀拥抱新技术，创造新闻报道形态的更
多新可能。

近日，反复欣赏了李小可用镜头记录下的 20
年珍贵画面和拍摄感言，旬阳市兰坪小学淳朴善
良的小学生面孔越发清晰。 他长期关注并拍摄兰
坪小学孩子们学习生活的感言，充满了深情与责
任感，展现了摄影作为记录与传播媒介的独特力
量。

在兰坪那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李小可用镜
头编织了一段关于希望、梦想与坚持的故事。 20 年
时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或许只是漫漫人生的一
段旅程，但对于李小可而言，这是他用镜头深情凝
视、用心记录山里孩子成长轨迹的宝贵岁月。

他选择了一个看似平凡却又无比深刻的主
题———兰坪小学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在这片相对
偏远、资源有限的山区，孩子们的眼神中闪烁着

对知识的渴望，对外面世界的无限向往。 李小可
的镜头，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去了岁月
的尘埃，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纯真心灵深处最真
挚的梦想。

20 年坚守， 不仅仅是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
求，更是对社会责任的深刻践行。 李小可通过自
己的作品，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兰坪
小学，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山里孩子的教育现状
和生活环境。 他的摄影作品不仅仅是美的呈现，
更是心灵的触动， 它们也激发了社会对教育公
平、对山区儿童成长的关注与思考。

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的教
室里认真听讲的身影，看到他们升旗现场的严肃
和自豪， 看到孩子们在课间嬉戏时的欢声笑语，

更看到他们眼中那份对梦想的坚定与执着。 这些
照片，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串联起了一个个
关于成长、关于梦想、关于希望的故事。

李小可的感言， 是对自己 20 年摄影生涯的
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山里孩子们未来美好生活
的一种期许与祝福。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
够唤起更多人的爱心与行动，共同为山区教育事
业贡献一份力量。 因为在他心中，每一个孩子都
有权利追求知识、放飞梦想，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来自何方。

总之， 李小可的这组摄影作品及其感言，不
仅是对兰坪小学孩子们学习生活的真实记录，更
是对人性美好、社会进步的深情呼唤，成为激励
我们不断前行、追求梦想的不竭动力。

媒体人眼中的与 AI“共舞”
新华社记者 彭茜 彭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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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以镜为笔，绘就山里孩子成长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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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77 年年冬冬天天，，学学校校水水管管上上冻冻，，师师生生齐齐力力运运水水确确保保厨厨房房用用水水。。

22000088 年年，，课课间间 1100 分分钟钟学学生生围围在在全全校校唯唯一一的的乒乒乓乓球球桌桌前前打打乒乒乓乓。。

22001133 年年，，兰兰坪坪小小学学获获捐捐有有了了微微机机室室。。

22002244 年年 44 月月，，单单人人单单床床的的学学生生宿宿舍舍。。

兰兰坪坪小小学学老老师师为为学学生生理理发发。。

学学生生用用歌歌声声庆庆祝祝建建校校二二十十周周年年

2024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学校全体师生升国旗。

2024 年，学生在新建的餐厅排队吃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