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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高速公路通讯员，在这个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深切感受到
AI技术给新闻宣传工作带来的巨大变
革。这些变化渗透在工作的方方面
面，从新闻线索的挖掘到内容创作，
再到传播推广，AI如同得力助手，为
工作注入新活力，也让我对新闻宣传
有了全新认识。

以往，寻找新闻线索像在茫茫大海
捞针。我们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养护工
程进展、一线员工动态等，耗费大量时
间精力，仍可能遗漏有价值的线索。如
今，AI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快
速筛选高速公路相关数据。例如，实时
监测车流量变化、事故率波动，一旦发
现异常便迅速提示。过去需人工翻阅
工作日志才能发现的拥堵路段问题，现
在AI系统第一时间就能呈现潜在新闻
点。这让我深刻体会到，AI像不知疲

倦的侦察兵，拓宽信息渠道，让新闻宣
传更具前瞻性。

在内容创作方面，AI的助力更让
我惊叹。以往撰写稿件，从标题构思到
语言润色全靠绞尽脑汁。借助AI写作
工具，输入主题和关键词，便能生成多
个标题和内容框架。例如报道春融期
道路隐患排查时，输入“高速公路春融
期排查”“保障道路安全”等关键词，AI
瞬间生成《春融大考，高速公路如何筑
牢安全防线》《春融期排查行动进行时》
等生动标题，提供丰富灵感。内容撰写
中，AI帮助梳理资料、提取关键信息，
甚至生成初步段落。当然，我不会完全
依赖AI，而是结合现场采访和深入理
解进行加工完善。AI如同创作素材库
和智能助手，让过程更高效，使我有更
多精力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提升稿件
质量。

在传播推广方面，AI通过智能推
荐算法，将新闻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
我们发布的路况信息、出行提示、先进
事迹等内容，能触达真正关心高速公路
动态的人群，提高传播效果。过去不确
定新闻能否被需要的人看到，如今借助
AI，信息传递更广泛，为运营管理和社
会服务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变化让我
意识到科技对新闻宣传的推动力，也激
励我善用技术手段扩大影响力。

AI应用带来便利与机遇，也带来
压力和挑战。随着技术发展，新闻宣传
人员需兼具专业素养与AI协同能力，
掌握工具技能以适应时代。但我相信，
积极拥抱变化、持续学习提升，必能借
助AI开辟新天地。我将继续用笔和镜
头记录高速公路发展的精彩瞬间，为社
会提供更有价值的新闻服务。

（作者供职于绥定分公司）

现在，AI越来越火，已经悄悄走进
了我们的生活。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
成了我们绕不开的事儿。

去年三月份，执法支队领导来我们
麟游中队检查工作。检查完后，大家便
闲聊起来，最后聊到了人工智能。当
时，ChatGPT在美国的应用引起了全
球的关注，大众都感叹美国在人工智
能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可我们国
内很多人因为没有“梯子”用不了
ChatGPT，只能干着急。闲聊中，支
队信息安全科廖科长提到了国内的
AI软件豆包。他说以前辅导孩子英
语作业特别头疼，后来字节跳动公司
推出了国内豆包软件，辅导孩子作业这
事儿就简单多了。

今年春节，国内又一款 AI 软件
DeepSeek火了。这是一款能让普通
人免费使用的人工智能软件，据说连美
国人都抢着下载。以前，我们中队每年
的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党性学习心得
体会等这些材料的撰写，都要我苦思冥
想、熬夜加班去写。随着DeepSeek的
普及，就连我们中队长这些不写材料的
人都下载了这款软件。前几天的党员
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就是中队长自己
用DeepSeek写的，我也没用了，感觉
公文写作工作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从去年到现在，抖音和视频号上关于AI的课程越来
越多。国内的AI软件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像讯飞星
火、通义千问、秒写AI、即梦、可灵、夸克、闪剪、Sona、数字
主播等等。这些软件功能强大，一键就能生成视频、PPT，
还能让旧照片说话、换脸，甚至能让文物复活跳舞。抖音
上那些小猫做饭、熊猫打工、古画说唱的搞笑短视频，看得
人眼花缭乱。著名作家麦家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上说，经过他的尝试，Ai写的文章已经超过95%的普通写
作者了。更有甚者，童话大王郑渊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
慨，AI写得太好了，作家以后可能会被取代。

最近，深圳福田区有个消息让人大吃一惊，70名AI数
字人公务员上岗了。这事儿让深圳的公务员们都很紧
张。我儿子现在读大一，学的是平面设计，我看着也担心
这一代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抖音上说，AI绘画只要设置好
流程，几分钟就能生成产品设计、室内装潢设计等工作。
现在大学生就业本来就难，听说很多大城市的公司因为AI
裁员、降薪，还有几十万本科生在跑外卖、快递、网约车呢，
可能有人会斥责我在贩卖焦虑，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随着AI时代到来，说不定我们干的公路养护、路面治
超工作以后也会被机器人取代。脑机接口技术要是成熟
了，人机结合、半人半机的日子就来了。底层打工人的工
作肯定要面临巨大的压力。我真心希望科学家能把AI技
术用在危险的工作上，比如消防、疏通地下污水管道、地震
救灾等等危险活儿，别让AI和底层民众抢饭碗，别让资本
利用AI让大家失业、下岗。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希望
AI能真正造福人类。 （作者供职于宝鸡交通执法支队）

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爸爸扶着车后
座，到了转弯的地方，总会悄悄把手松
开，让我连人带车往前冲。爸爸站得越
来越远，我只能听到他从远处喊：“别怕
摔，疼就是你在长大的证明。”深夜翻开
相册，三十年前爸爸教我骑车的照片边
角泛黄，相纸上的颗粒在灯光下一闪一
闪，像极了那天水泥路上的沙粒。当我
用DeepSeek 最新模型生成这张照片
时，忽然明白：数字世界完美复现的童年
场景，永远无法还原膝盖结痂时的灼痛
与青草香。

我爸卖掉汽油车那天，发动机的轰
鸣消失了。换成新能源车后，中控屏的
导航指引路线，自动驾驶时方向盘轻轻

转动，像被驯服的野马。我爸过去总摸
着换挡杆说“开车的乐趣就在这儿”，
现在却在车里听 AI 讲着不好笑的笑
话。我忽然懂了：有些东西离去悄无
声息，却让人心里发空——就像马鞭
变成操纵杆，齿轮咬合声变成数据流动
的嗡鸣。

去年冬天收拾旧物，翻出儿时的作
文本。纸页泛黄，钢笔在“我的理想”几
个字上晕开墨迹。那时我想当诗人，觉
得每个字都带着温度。如今看AI写的
十四行诗，格律严丝合缝，精密如仪器，
却闻不到钢笔水混着青春冲动的味道。
突然想起爸爸修车的工具箱——生锈的
扳手、磨秃的螺丝刀、沾满机油的棉纱，

这些不完美的工具，却透着人最实在的
执拗。

从自行车到智能驾驶，从手写作文
到AI写诗，技术从未停步。可真正的写
作不在GPT的数据库里，而在每个执
笔人颤抖的手心里；真正的意识不在
神经网络中，而在某个深夜突然响起
的方言童谣里。

AI能给我们华丽的辞藻，却给不了
切肤的情感温度；能带来便捷的生活，但
过度依赖会丧失思考的能力。面对AI
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不是完美复刻品，
而是那个会摔跤、会哭泣、会在月光下摩
挲旧物的自己——虽不完美，却是独一
无二的人。（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

在时代的洪
流中，人工智能
如同一股温柔而
强大的力量，悄
然渗透进我们生
活 的 每 一 个 角
落，它以超乎想
象的方式，编织
着 关 于 家 的 梦
想，让爱与亲情
超越了物理空间
的限制，绽放出
前 所 未 有 的 光
彩。对我而言，
AI 不仅是技术
的革新，更是连
接我与远在家乡
的父母之间，那
份难以割舍的神
奇纽带。

曾经，每当
夜幕降临，我的
心便随着远方的
灯火一同摇曳，
对父母的思念如
同潮水般汹涌而
来，让我在这座
陌生的城市中倍
感孤独。然而，
AI的到来，如同
一 束 温 暖 的 光
芒，照亮了我心

中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份遥远
的牵挂变得触手可及。

我精心为父母打造了一
个智能家居的世界，从高清摄
像头到智能语音助手，从健康
监测手环到丰富的娱乐设备，
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我对他们
的深深爱意。现在，只需轻轻一
点手机屏幕，家的画面便跃然
眼前，我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
睹着父母在晨曦中浇花、在夕
阳下散步的温馨场景，那份遥
远的距离感瞬间烟消云散。

更令人心安的是，智能健
康监测系统如同一位无形的
守护者，24小时不间断地守护
着父母的健康。每当系统检

测到异常指标，便会立即向我
发送预警，让我能在第一时间
采取行动。记得那个风雨交
加的夜晚，父亲的血压突然升
高，幸好系统及时提醒，我迅
速联系了家乡的医院，一场可
能的危机得以化解。那一刻，
我深刻体会到，AI不仅是冰冷
的代码与算法，更是守护家人
健康的温暖天使。

而对于老人而言，孤独是
晚年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痛。
为了缓解他们的寂寞，我为他
们配置了智能语音助手和丰
富的娱乐设备。现在，父母可
以通过语音指令点播喜欢的
音乐、观看电影，甚至与AI对
话，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趣事。
每当看到他们对着空气说话，
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时，
我知道，AI正以它独有的方
式，给予父母温暖的陪伴与慰
藉，让他们在孤独的时光里，
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与欢乐。

最令人动容的是，每当夜
幕降临，我会通过智能摄像头
与父母进行视频通话，屏幕两
端，我们仿佛置身于同一个空
间，共享着家的温馨与欢乐。
母亲会兴奋地展示她新学的
菜肴，父亲则会分享他最近的
读书心得，我们谈论着过去，
憧憬着未来，那份跨越时空的
亲情纽带，让家的温度更加炽
热而真实。

AI，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
概念，如今已深深融入了我的
生活，它不仅解决了我的后顾
之忧，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科
技的力量在于以人为本，让爱
与关怀得以跨越千山万水，温
暖着每一个需要关怀的角
落。在这个由AI织就的温情
世界里，我更加坚信，无论身
在何方，家的温暖与亲情的纽
带，永远不会因距离而断裂，
反而会因为这份特别的连接，
而变得更加坚韧与珍贵。
（作者供职于兴平西收费站）

我的恐慌 文 / 张 飞

2008年的毕业季，看着昔日身边嘻嘻哈哈的同学一个
个都签约去了不错的单位，人生第一次有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心酸和恐慌，感觉前些年的学习经历就如昨日般清晰，
但境况和心情是大不同的。

今年春节过后，尤其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表演，
震撼了世人也震撼了一向对新事物慢热的我，AI，人工智
能，给我的感触是，猛然间就在身边异军突起。也许这就
是“竹子定律”，过去地下三年或者数十年的扎根才迎来了
今天的一朝破土，只是我自己愚昧和后知后觉罢了。

就连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谈论人工智能，甚至上小学的
儿子都开始给我普及知识了，感觉再不学习就融不进他们
的圈子了，全力地去搜索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原来人工智
能早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工作中无行不涉了，现
代化的梦想和气息，曾经如此遥远，现在却如此地真切，真
切到让我这个一直从事文字工作的中年大叔又一次产生
了恐慌，有了危机感。

我抱着学习新事物的心态也去下载了与我工作性质
息息相关的 DeepSeek，我更是将自己起草的文字和
DeepSeek生成的文字进行了对比，除了文字的温度和贴
近实际的情况，其他方面把我虐得哑口无言。手机新闻不
断给我推送关于从事文字和智慧智囊相关行业的裁员报
道，这段时间高频率的搜索让大数据成功关注到了我。

十多年前，我从会计专业调整为文字工作。几年后会
计行业取消了准入的门槛，那时我还暗自庆幸自己当初的
明智。这才几年，人工智能又一次挑战到了我的职业。日
新月异的发展，从来都离我们很近。

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是藏在人的基因里的密码，看不
清未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为的是不让自己迷茫；看清未
来的时候也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在某一个方向上坚持深入
学习得久一点，毕竟人才还是人才。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网上流行一种由AI生成的恶
搞视频。我大致还记得一两个：威尔史密斯怪模怪样地
吃面条，还有巨石强森大口大口吃石头。以现在的眼光
看，这些视频怪异极了，从头到尾都散发着粗制滥造的
感觉。当时网上对AI的评论多以嘲讽为主，许多梗图都
源于AI离谱或傻憨憨的行为。那时的AI甚至连狗和猫
也分不清。谁要是提起“AI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之类的
说法，那一定是失心疯了。

可DeepSeek一经发布，就像春风一夜吹绿江南岸，
整个社会不知不觉间进入了AI时代。

仅仅过去一年，AI制作的视频已近乎以假乱真。我
们在网络上刷到的短视频，有些画面匪夷所思，若不看
下方的AI提示，甚至分不清真假。

如果说视频、图片尚可勉强通过人眼分辨，文章领
域则堪称重灾区。输入大量文字资料后，AI运用文字炉
火纯青，普通文人需长期练习和阅读才能达到的境界，
AI只需十几秒便能写出数千字同等水平的文章，且引经
据典、妙笔生花，丝毫不逊于名家手笔。当代文字工作
者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竟有这样一个“同事”与自己
同台竞技。

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会抛下一些东西，也会增添一
些东西。我们或许正经历一场无声的变革，新时代中，
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与AI共处。

前段时间，我也不甘落后，尝试使用AI视频软件。
操作比想象的更简单：输入想要的效果，系统自动生成
视频；若不满意，还可反复修改。作为“甲方”，我终于
找到一个不会偷懒、不会埋怨、满足所有无理要求的

“乙方”。看着轻易完成的视频，我惊讶之余也有些好
奇：若一年时间AI能进步至此，未来的它又会是怎样一
番光景？

回想AI初入视野时的种种不成熟，幼稚、可笑，简直
像极了人类的婴儿时期。婴儿不也是这般茫然望着世
界，对一切手足无措吗？但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没有
什么比孩子的成长更快。从牙牙学语到独立行走、思维

活跃，再到独当一面，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
AI似乎也是如此。现阶段的它正疯狂吸取人类提

供的养分，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不难想象，假以
时日，AI将成为一棵参天巨树，而人类届时便能倚靠它
遮风避雨。

还记得书本上用“能否使用工具”定义人类。人类
作为凌驾于其他生物的智能物种，对工具的运用再熟悉
不过。即便未来AI再像人，它终究是我们手中的工具。
因此，现阶段我们更应多接触新技术、多使用，方能在新
时代降临时，不被时代的马车抛下。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今年春节，DeepSeek软件突然爆火，
其优势在于强大的中文处理能力。输入
简短要求后，它便能快速生成符合需求的
文章。义乌老板娘只需对着镜头说"
12345"，即可生成几十种语言的带货视
频，将小商品卖向全球。不仅是Deep-
Seek，家务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智能设
备也早已渗透生活。我们的生活已被数
字编码填满，用一串数字解锁手机，凭代
码穿梭网络，每一次消费、每一段行程都
被精确记录为符号。

面对数智化的浪潮，一种难以名状的
恐惧悄然滋生。起初，这源于AI惊人的效
率：输入关键词，瞬间生成结构完整的新
闻稿或条理清晰的报告。那些曾需我埋
头苦寻、字斟句酌的内容，AI轻松完成，甚
至通过AI校对消除错漏。看着屏幕上的

文字飞速涌现，我不禁怀疑自我价值，仿
佛被时代列车抛下，在科技面前显得笨拙
而缓慢。

尝试用AI创作后，我发现其并非无懈
可击。AI生成的内容生硬晦涩、模板化，
如同预制菜——可充饥，却无美味。

我重新审视自己与AI的不同：扛着相
机走进作业现场，目睹养护工人挥汗如
雨，粗糙的双手修筑排水沟；无人机掠过
汉江桥梁，巡查员用脚步丈量边坡；飞奔
在田野，凝望金灿灿的油菜花，想象春天
的希望。这些真实场景与鲜活情感，AI永
远无法亲历。正如CT扫描兵马俑却难见
工匠指纹，高光谱解析《千里江山图》却不
懂王希孟的决绝，AI能完成模板化写作，
却写不出人类的情感和经历。

我能写出养护工人脸庞的坚毅，捕捉

巡查员雪中坚守的敬业，抒发对交通事业
的自豪。这些源于生活的文字，是AI无法
复制的精神力量。

AI能提供数据与规范文案，却不懂人
文关怀。大雪封路时，我们清雪除冰是为
归人平安回家；油菜花盛开的服务区，AI
检测“日均车流量1.1万辆”，却读不懂货
车司机捧着热汤面时的湿润眼眶。这些
镶嵌在交通动脉上的情感细节，需用脚步
丈量、心灵采集，用深情文字传播行业的
温暖与担当。

科技趋势不可逆，AI作用将日益增
强。但文字创作中，唯有带着人类个性与
风格的故事才真正有力；唯有扎根一线、
倾听真实的建议才是源头活水。在数字
洪流中，让我们坚持原创，敬畏文字，守护
灵魂。 （作者供职于安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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