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奖成
果不仅是基础科学的突破性进步，更
显示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基础科学
的重要工具。利用这一技术，科学家
得以基于此前研究构建新型模型，得
以处理海量数据，更新传统的方法，得
以加速研究，推动多领域基础科学实
现新的进展。

得益于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的德米斯·
哈萨比斯和约翰·江珀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设计的人工智能模型“阿尔法折
叠”，人们现在已可以预测出自然界几
乎所有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另一名对计算蛋白质设计作出突
出贡献的获奖者、美国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分校的戴维·贝克在谈到人工
智能技术时指出，蛋白质结构预测真
正凸显了人工智能的力量，使人们得
以将人工智能方法应用于蛋白质设
计，大大提高了设计的能力和准确性。

人工智能正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传

统科学方法难以应对的问题。曾作为
“阿尔法折叠”早期测试人员的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教授丽夫
卡·艾萨克森说：“我们传统上采用费
力的实验方法来分析蛋白质形状，这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些已解析的结
构被用于训练‘阿尔法折叠’。得益于
这项技术，我们能够更好地跳过这一
步，更深入地探究蛋白质的功能和动
态，提出不同的问题，并有可能开辟全
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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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养老人”发挥“新”力量
——养老专业本科生培养观察

一边是朝气蓬勃的“00”后，愿为养老事业学习专业技能，一边是日渐衰老的“爷爷
奶奶”，渴望被倾听和陪伴，当“朝朝”与“暮暮”不期而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面对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为“夕阳红”事业
注入“朝阳”力量。他们拥有一个可爱且响亮的称号——“青春养老人”。

在山东女子学院，养老服务管理
专业大一新生的第一堂专业课是体验

“走不动路”。
穿着 50 多斤的铅衣，戴着眼罩、

耳罩，学生直不起腰、看不清路、听
不清声，他们拄着拐杖，走在校内实
训中心的模拟起伏桥上，步子越迈越
小，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老年人的
身心状态是想象不出来的，只有真切
感受，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专业负
责人陈姝君说。

2019年10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
合发文，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校设置
家政学、老年医学等养老相关专业。
2020年9月，山东女子学院、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成为全国首批设立养老服务
相关专业并于当年招生的本科院校。

“彼时，基于实证、可供借鉴的人
才培养模式缺乏，而传统的养老人才
培养课程又难以满足当下老年人的

‘享老’要求，我们必须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山东女子学院健康养老学院院
长闫小红说。

闫小红介绍，学院开设了《养老政
策分析》等必修课，以及《老年心理维
护》《老年权益保护》等特色课，并把

《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设为通识必修
课，努力提升人才培养与智慧养老新
业态对人才需求的契合度。

更全面的学习，是为了掌握更多本

领。“我们帮助学生掌握行业发展动态，
熟悉国内外养老机构运营和管理模
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
长、养老服务管理专业负责人罗娟说，
该校学生要学习卫生经济学、膳食营养
学、慢性病与认知症护理等知识，并具
备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能力。

有了知识，更要有爱、有情怀。山
东女子学院开设《乐龄游戏》课程，师
生已改造、发明适合老年人的玩具、
游戏 30 多款，并定期进入社区、养老
院带领老人体验。“学生用一次性纸
杯、毛线球等设计出来的游戏很受欢
迎，有的老人还主动给游戏起名字。”
闫小红说。

今年，养老这一本科专业首届毕
业生受到市场欢迎。

3 月，30 多家养老机构和企业
拿出 120 多个岗位，面向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的 33 名对口专业毕业生

“招兵买马”。“岗位覆盖护理员、养
老院副院长、个人养老顾问、文娱活
动 策 划 等 ，招 聘 会 现 场 气 氛 很 热
烈。”罗娟说。

5月，30余家企业带着400多个岗
位“争抢”山东女子学院的 64 名对口
专业毕业生。“在企业免费提供住宿的
情况下，月薪不低于全省平均值。”闫
小红说，首届毕业生中，目前有半数进
入养老行业，另有 2 名进入高职院校

担任相关专业教师。
“岗多人少”的背后是对养老人才

的渴求。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3年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占比
21.1%，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
占比 15.4%，养老行业的“人才焦虑”
越发显现。

“评判行业好不好，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年轻人、高学历人才多不多。”上
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集团对管理岗位的应届毕业
生开出近万元的月薪。

业内人乐见，“老”行业迎来“新”
血液。有养老机构负责人说，以往管

理岗位都是从其他专业毕业生中“匀”
过来的，今年有本科生主动加入，令人
感到振奋。

正是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养
方式，提升了学生的求职竞争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多家养老机
构签署了产学研协议，实施校企“人才
共育、效果共评”。据了解，包括业务
顶岗实习、就业实习和校内实践类课
程，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近30%，超过
该校大多数专业20%的要求。

“持续渐进的实习实践，深化了学
生对养老行业的认知，培养了长久兴
趣，也缩短了他们适应职场的时间。”
罗娟说。

“家人更加支持我的选择了，越来越
多的学弟学妹来问我工作的感受。”今年
7月，山东女子学院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毕
业生林曼青，入职了青岛某养老机构，回
顾这几个月的成长，她颇有感触。

学会用手指“比心”的爷爷奶奶们
脸上笑容越来越多，还会给教会他们
的小林写下好评。“他们的豁达、淡然
给了我力量，让我更加珍惜生活、珍爱
生命。”林曼青说。

“朝朝”与“暮暮”真心相伴，生发
出温情，不知不觉中，社会对养老专业
的看法也慢慢扭转。

“前几年，家长问得最多的就是
‘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伺候人的’，专
业办了 3 年下来，这样的问题明显减

少。大家逐渐了解，养老行业涵盖服
务老年人起居、教育、文旅、金融等，年
轻人大有发展机会。”齐鲁医药学院养
老服务管理专业负责人任晓燕说。

近年来，山东对设立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院校提供资金奖补，对符合条
件的高等院校、市级及以上中等职业
学校（含技工院校），每处分别给予100
万元、8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理解、支
持的声音多了，投身养老事业的底气
就更足了。”任晓燕说。

今秋新学期，山东女子学院养老
服务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
共迎来新生473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这一专业录取学生数也逐年增加，一
志愿比例快速提升。

专业发展向新的同时，也在提
质。日前，我国民政教育领域第一所
本科高校——民政职业大学揭牌成
立，该校首批设置的职业本科专业就
包括智慧健康养老管理专业。据了
解，目前，全国开设养老相关本科专业
的院校已超30所。

新时代呼唤新养老，新专业盼新
政策。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养老服务工
作推进会议上提出，一体推进养老服
务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下大力气补
齐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短板。

对此，有教师建议，要尽快统一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教
材建设等规范和标准，增设养老服务管理
本科学生可参加的专业性技能大赛等。

“只有真切感受，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

400个岗位“抢”64个毕业生

“理解、支持的声音多了，底气就更足了”

人工智能何以成为今年诺奖“大赢家”
2024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项中，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先是物理学奖颁给了

曾获图灵奖的机器学习先驱，紧接着化学奖也将一半颁给了“程序员”。
不仅诺奖得主在接到获奖电话时表示大感意外，就连诺贝尔奖官方也就此发起两起

投票，强调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的互动。一则是：你知道机器学习的模型是基于物理方程
的吗? 另一则是：你知道人工智能被用来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吗?

不少人疑惑，人工智能这一近年来才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技术热词，何以俘获诺贝尔
评奖委员会的“芳心”，并一举成为本年度科学奖项的“大赢家”？

本年度两大科学奖项不仅是对
获奖者和他们成就的肯定，更向人们
展示出基础科学的深刻洞见与计算
机科学创新“碰撞”可以产生的巨大
能量。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
翰·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欣顿是两名
机器学习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他们使
用物理学工具，设计了人工神经网络，

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技术奠定了基
础。与此同时，相关技术已被用于推
动多个领域的研究。

“正是物理学原理为两名科学家
提供了思路，而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又
被用于推动多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包
括粒子物理、材料科学和天体物理等
物理学研究，也包括计算机科学等其
他领域的研究。”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

秘书乌尔夫·丹尼尔松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

在谈到诺贝尔化学奖成果时，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兼欧洲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欧洲生物技术研
究所主任埃旺·伯尼强调，这一人工智
能工具建立在数十年的实验工作之
上，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界内部在全球
范围内公开共享数据的文化。

人工智能技术俘获诺贝尔评奖委
员会的“芳心”更反映出人工智能与多
学科融合，推动科学研究突破边界这
一重要的探索趋势。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委邹晓冬表
示，技术与基础科学的交叉融合未来
将成为常态，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这
一融合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将
推动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传统框架，实
现更加深远、更加广泛的创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也引发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诺贝尔物

理学委员会主席埃伦·穆恩斯说，人类
有责任以安全且道德的方式使用这项
新技术。诺奖得主欣顿在接受电话连
线时也表示，相关技术将对社会产生
巨大影响，但也必须警惕技术可能构
成的威胁。

毋庸置疑的是，传统科学研究的
范式正在转换。从问题出发，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寻求解决方案，这不仅将
在生物、化学和物理等领域中发挥革
命性作用，更将推动众多不同学科的
融合，推动科学研究突破边界，并对人

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

学研究委员会执行主席、牛津大学结
构生物信息学教授夏洛特·迪恩表示，
能在当今从事科学工作是一件令人兴
奋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些跨学科领域，
因为人工智能不仅开始解决真正困难
的问题，而且还改变了我们从事科学
研究的方式。

正如伯尼所说，“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和技术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而
这，只是一个开始”。

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碰撞”产生巨大能量

改变科研范式推动突破学术边界

助力解决传统科学方法难以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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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现场，屏幕显示奖项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戴维·贝克、英国
伦敦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深层思维”的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珀。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设计和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作出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