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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声

记者答复

你问我答

近来，AI（人工智能）技术

在全球快速发展。而就在 AI 软

件大范围普及之际，也出现了一

些人过度依赖 AI 的不良现象。

例如，学生用 AI 写作业、写论文

已屡见不鲜。

5 月 6 日下午，邵阳学院一

位大四学生对朋友“吐槽”：“快

答辩了，指导老师让我重写论

文。我这篇论文之前大部分是

用 AI 写的，几个章节之间的观

点不太通畅，最近一直在费脑筋

改，改得快烦死了。”

上述大学生用 AI 写作论文

已尝到苦果。那么，学生过度依

赖 AI会有什么后果呢？

学生过度依赖AI会有什么后果？

洞口县黄桥镇人、已被湖南

城建职业技术学院管道工程技

术专业录取的张博涵认为，长时

间使用 AI 容易对其产生依赖

性，会使思维固化，最终导致个

人认知能力萎缩。他说：“AI 的

出现是人类科技的一大进步，至

于利弊还得自己把握。”

邵阳学院大学生创业协会

会长、邵阳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大四学生樊宇萌认为，AI

的横空出世给大学生的生活和

学习带来了很大便利，同时也

有挑战。“过度依赖 AI 可能导

致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下降。同

时，利用 AI 快速完成任务容易

带来虚假成就感，并误导学生

对自身学业水平的判断。”樊宇

萌说。

邵阳学院文学院讲师朱耀

龙表示，在当前的 AI 时代里，学

生要辩证地看待 AI，要看到 AI

的利与弊，再结合自身实际正

确、适度地使用 AI 软件。他建

议：“学生要有自己的思想，而思

想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和生活实

践。越是在这时候，学生越应独

立思考，主动加强自身学习能

力，建立核心竞争力。”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5 月 5 日上午，10 余人结伴

来到北塔区田江街道高撑社

区，为一对家境困难夫妇送去

8200 元爱心款。4 月 25 日，这

对夫妇欲在河边轻生，后被一

名老党员救起。

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

者联合会会长、佘湖学校教师

李志明在了解到夫妻俩的家庭

情况后，援助了他们 500 元，接

着发起了征集爱心款的公益活

动。5 月 5 日前后，他详细地记

录了爱心人士的善款，还准备

了一块红底色爱心款告示牌，

上头写着“坚强面对，战胜困

难”的醒目标语。

“我希望他们能坚强面对

困难，好好生活下去。”李志明

说。“坚强面对，战胜困难”同时

是 57 岁的李志明大半辈子的

信念。他热衷新闻，自 2003 年

以来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刊登了

大量独立署名报道。他的坚韧

不拔精神为不少人钦佩，有一

些社会顽障，经过他的不断反

映与曝光得以解决。

●爱之深“责”之切

李志明，双清区爱莲街道

云十村人。他身高一米七、皮

肤黝黑、长相粗犷，戴着眼镜，

言谈间时而豪放地笑，时而正

经八百。1987 年于邵阳师范

毕业后，李志明在我市郊区一

乡村小学教语文。1997 年，他

被调往双清区白马村的白马田

学校教数学。2009 年，李志明

又被调往双清区马安村的佘湖

学校教数学至今。

2003 年起，李志明在《邵

阳日报》《科教新报》及《人民

政协报》等刊物大量刊登独立

署名的报道，报道题材多涉及

教育、环保及关爱抗战老兵等

内容。

2012 年 4 月以后，李志明

逐渐发力舆论监督题材报道。

由他独立撰写、署名的《挖沙

船明目张胆、污水垃圾恣意排

放——母亲河面目污垢不堪

重负》等报道，迅速引起邵阳

市 社 会 各 界 的 高 度 关 注 。

2015 年 3 月 19 日，李志明作为

邵阳市首届网民代表之一，在

相关座谈会上介绍了邵水污

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邵阳市邵水保护条例》的颁

布施行。

2012 年，市区邵水东岸的

佘湖桥附近一排水口排污问

题，经李志明曝光后，邵阳市排

水管理所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勘

测，并出具了权威报告——原

来污水是市区时代公园公厕直

排水。后在他的坚持反映下，

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2018

年，李志明将市区时代公园景

观桥上没路灯的问题，持续向

12345 热线及相关部门反映。

后来，景观桥上终于亮了路灯

……李志明说：“只要我发现了

问题，就会穷追猛打，一定要解

决了才放手。”

●情系佘湖山

“我在市区佘湖山附近工

作多年，对这座山有很深的感

情，我想改变这座山。”李志明

说。然而，佘湖山上的一些问

题到今年 5 月已“困住”李志明

16 年。曾有网友在他发布的

舆论监督视频下评论：“家住在

海边——管得宽。”他则在这些

“杂音”里平淡处世，坚持反映

问题。

佘湖山公园依山而建开放

后，山上出了多次找不到肇事

者的问题。山上有人偶尔放明

火，还有人为破坏公园基础设

施、乱砍滥伐林木等问题。山

上绝大部分区域因为没通电，

所以没装监控设施。

关注佘湖山问题的 16 年

里，李志明成功为佘湖山争取到

1 名清洁工、协助警方抓获 1 名

纵火违法行为人，以及督促相关

单位开展了2次白蚁防治活动。

●公益之路无止境

工作中，李志明是“教育园

丁”，他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数与

代数”“图形与几何”。他在白马

田学校任校长时，申报的“文明

礼仪养成教育”课题获得了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二等奖。

生活里，他在 2018 年组建了邵

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

会，长久以来，带动 210 余名会

员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在邵

水、资江市区段无薪净滩，又开

展护鸟、植树等公益活动，是名

副其实的“社会园丁”。

2022 年冬，李志明带领协

会成员选定市区佘湖山作为公

益基地，他和会员苏少平利用

每天的下班时间和双休日，上

山去空地挖树坑。

2023 年 3 月 12 日 植 树 节

前后，在挖好的树坑中栽树时，

豆大的汗珠从忙碌的李志明额

头流下，他没法用衣袖揩汗，只

能取下眼镜，再左右开弓擦汗，

直到衣服全湿了，累得气喘吁

吁才休息下来“咕噜咕噜”喝水

……那几天，他带动 150 余人

完成第一期公益林种植，种了

1.33 余公顷以八月金桂为主的

苗木；2024 年 3 月 12 日前后，

他们又种下 1.33 余公顷以腊梅

为主的第二期苗木；今年 3 月 2

日、3 月 16 日，他们再次种了

1.33 余公顷以银杏、紫薇为主

的第三期苗木。

“多年后，等这些树苗长成

大 树 ，佘 湖 山 会 变 得 更 加 美

丽。”李志明憧憬着。

公益热心人李志明——

是“教育园丁”，更是“社会园丁”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5 月 7 日下午，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洞口县分公司山门供电

所职工曾卜吉在该镇三牛村走

访时，了解到独居老人刘某家的

电源总闸时常跳闸。随即，曾卜

吉给老人换了功率更大的空气

开关，保障了老人的用电安全。

在层峦叠嶂的雪峰山区，

23 岁的曾卜吉总是步履匆匆。

作为山门供电所的职工，他背

着工具包穿梭于村落之间，笔

记本上详细记录着独居老人的

用电需求；作为大邵公益的志

愿者，他穿着红马甲奔走在公

益路上，用行动践行着“做父老

乡亲的光”的承诺。

●遇见光，至暗时刻

感受人间温暖

“我是吃百家饭、受百家

恩 长 大 的 孩 子 。”曾 卜 吉 说 。

他出生在雪峰山脚下的一个

普通家庭，10 岁时母亲因意外

致 残 ，11 岁 时 父 亲 坠 伤 瘫 痪

……接连的打击让这个农村

家庭陷入困境。但在困境中，

他遇见了生命中的“光”：左邻

右舍的热心相助、大邵公益的

爱心捐助、团市委的助学金以

及国网“电力励志工程”的定

向培养，正是这些穿越风雨的

援手，给予他全家人希望，托

起他的未来，更让他坚定了传

递爱的信念。

2023 年 7 月，从长沙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曾卜吉

毅然回到家乡，穿上工装，踏上

了电力岗位，也踏上了践行感

恩的道路。

●成为光，在风雪征

程中践行责任担当

2024 年春节前夕，雪峰山

遭遇了 2009 年以来最强的冰

雪灾害。入职仅半年的曾卜吉

主动加入抗冰保电青年突击

队，在零下低温中徒步巡线十

余天。冻雨凝结的“冰甲”磨破

了手掌，滑坡的碎石阻断了道

路，他和同事们徒手清障、冒雪

抢修，只为守护山区的万家灯

火。腊月三十，巡线归来的他

们收到了蛋糕店老板娘赠予的

满满一袋蛋糕：“冰灾这么严

重，我们连出门都很困难，你们

却在山上为我们保电，实在太

不容易了！”那一刻，寒风不再

凛冽，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他们

眼眶里打转的暖意。

雪峰山深处藏着太多孤独

的身影。曾卜吉记得，三牛村

的肖文武老人曾因插座老化陷

入黑暗。他为老人换上新插

座，临走时，70 多岁腿脚不便

的肖文武执意相送。离去时，

肖文武蹒跚的身影在暮色中越

变越小，却深深烙在曾卜吉心

里。十多天后，曾卜吉带着工

具重返三牛村，与同事们一起

为 40 余户孤寡老人、五保户更

换老化电线。当一盏盏明灯再

次亮起，他知道，他们点亮的不

仅是山区的黑夜，更是老人们心

底的希望。因工作出色，2024

年，曾卜吉荣获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十佳青年员工”称号。

●散发光，接力让爱延续

从受助者到志愿者，从被

照亮到照亮他人，曾卜吉用 5

年时间完成了这场爱的接力。

工作之余，他投身大邵公益，穿

上了那身曾在他年幼时给予他

希望与力量的红马甲。通过组

织“杨林中学读书会”、策划雪

峰自强营研学活动，他用自身

经历点亮困境孩子眼中的光

芒，并在大邵公益十周年表彰

大会上荣获“薪火传承”奖。

一路走来，曾卜吉从“吃百

家饭”的困境少年，成长为“暖

百家心”的光明守护者。他说：

“雪峰山的每一盏灯火，都是对

成长最好的回应。”这个年轻的

电网人表示，他愿意接过前辈

手中的那身“红马甲”，积极投

身志愿服务，做雪峰山下永不

熄灭的灯！

志愿者曾卜吉：遇见光 成为光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谢婷

“救命，救命。”5 月 7 日 5 时

52 分，一声急切的呼救声划破

城市的寂静。

双清区和兴蓝湾小区南门

外红旗河道，惊心动魄的一幕正

在上演：一名女子在河中拼命挣

扎，每一次下沉都牵动着人心。

这时，挺身而出的是个头仅一米

五，却有着无限勇气的“70 后”

保安李辉平。

“快去救人，有人落水了。”

清晨 5 时 51 分，李辉平正在保安

监控室值守，一附近居民急匆匆

跑来求助。听清缘由，李辉平立

即用对讲机呼叫同事支援，并朝

着河边飞奔而去。到达河堤上

方，只见雨后的河水泛黄，裹挟

着泥沙奔流而下。女子在河道

中艰难挣扎，情况十分危急。没

有丝毫犹豫，李辉平快速脱下鞋

子，纵身跳入红旗河中。“小个

子”的他入水后瞬间被淹没。猝

不及防，李辉平呛了一口水，身

体也略显僵硬，但他顾不上这

些，奋力朝着女子游去。在混浊

的河水中，李辉平艰难地靠近女

子，拼尽全力抓住她，拖拽着女

子向岸边游去。对于“小个子”

的李辉平来说，每前进一步，都

要消耗巨大的体力，但他咬牙坚

持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

定要把人救上岸。

在靠近岸边后，几位热心市

民纷纷伸出援手，合力将女子与

李辉平拉上了岸。确认女子没

有生命危险后，李辉平这才松了

一口气。6 时许，他默默拿起鞋

子，赤着脚回到了保安室。此

时，他全身湿透的保安服紧贴在

身上。简单向同事交代情况后，

李 辉 平 返 回 物 业 中 心 更 换 衣

服。对于自己英勇救人的壮举，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没

管那么多了，想着这是一条鲜活

的生命，只想着快点救人。”

“我们小区保安大哥刚刚救

了人。”

“好人好事，必须赞一个。”

“点赞，真棒！”和兴蓝湾业

主群里，为李辉平所做善举点赞

的消息炸开了锅。

这个平日里在岗位上默默

守护一方平安的“小个子”保安，

在关键时刻，用纵身一跃的无畏

和竭尽全力的救援，诠释了见义

勇为的真谛。

▲曾卜吉（右）和同事正在使用无人机巡查电网。

▲李志明正在翻看新闻剪报。

▲李辉平讲述救人过程。

“小个子”李辉平纵身一跃

混浊河水中托举生命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