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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复活”亲人，莫若及时行孝、珍惜当下

取消考公35岁限制，人生有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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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下午，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举行的记

者会上，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晓萍表示，下一

步，人社部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实做细

社保卡居民服务应用，推出更多的数字化应

用场景，持续深化省级“一卡通”，大力推进区

域“一卡通”，逐步实现全国“一卡通”，为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广泛的社保卡服务。

（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下一步”顺时应势，契合民意，令人

期待。社会保障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

体。社保卡承载的服务，涵盖了政务服务、就医

购药、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

近年来，人社部遵循“一卡多用、全国通

用”的原则，推进全业务进卡、线上线下用卡、

全生命周期用卡，不断拓展居民服务“一卡

通”功能，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更可靠、更充分的民生保障。

比如，此前，社会保障部门与各大金融机构

合作，实现了社保卡和银行卡等的统一，让社保

卡也可以具有金融支付功能。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打造社保卡全国“一卡通”服务，这既是社

保管理谋求改进，最大化为参保者提供服务的

表现，也是社会保险保障管理改革的利好。

站在患者的角度来看，一张社保卡，可以用

于金融支付、可以挂号就诊，这无疑是极大的方

便。同时，一张社保卡有望全国统一，走到哪里

都能用于看病就诊，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更高效

地分享社保资金，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站在医疗机构的角度来讲，社保卡实现

了“一卡通”，一台机器多人使用，每人数秒内

即可完成挂号、查询等服务，有望避免挂号窗

口排长队等情况。同时，社保卡全国“一卡

通”，其基础必然是社会保障体系全国联网、

互通，然后异地就诊、医疗费用结算等，无疑

将更加方便，至少免去了要求与审核患者提

供各种证明的环节，节省了人力、物力，有利

于提升医疗管理效率。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有利于人民群众

的事情，我们都应不遗余力地给予全力保

障。社保卡和社保体系让参保群众有了看病

的基本保障，实现社保卡全国“一卡通”，打破

了这种保障的地方壁垒，方便了患者、方便了

医疗机构，也方便了社保经办机构，多重利

好，令人期待。 张国栋

“只需要52.1元，就能还原逝去亲人的容

貌并和 ta 聊天。”生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浪潮

之下，用 AI“复活”逝去的人，已经发展成了

一门生意。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做AI

“复活”生意的商家。在某电商平台，AI“复

活”的商品标价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乃至

数千元不等。（3月10日《法治日报》）

所谓AI“复活”逝者，即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将逝去亲人的文字描述、图片、视频和声

音资料输入AI算法模型，从而模拟生成一个

数字形象，具备逝者的性格、记忆、图像、视频

和声音。

在生成式AI技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用AI

“复活”逝去的亲人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情感寄

托方式。然而，这种看似能够弥补情感缺憾的

技术，实则提醒我们，真正的孝行应当及时，贵

在珍惜当下，而不是依赖虚拟世界的幻象。

AI“复活”亲人的概念，听起来颇具吸引

力。通过输入逝者的文字描述、图片和视频，

AI算法能够模拟生成一个数字形象，仿佛亲

人又回到了我们身边。然而，这种技术终究

只是冰冷的机器产物，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

交流和陪伴。它只能作为一种短暂的慰藉，

却无法真正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

更重要的是，过度依赖 AI“复活”亲人

可能会让我们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人

生充满了离别和失去，这是我们无法避免

的一部分。面对亲人的离世，我们应该学

会接受和放下，而不是试图用技术来逃避

现实，这很容易让人沉迷。更要深刻认识

到的是，真正的孝行，应该是及时关爱和

陪伴亲人，让他们在生前感受到我们的爱

和温暖，而不是在现代技术里的自怨自艾

和迷失。

还要注意到的是，AI“复活”技术也存在

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尽管一些商家宣称能

够提供此类服务，但必须意识到的是，这种技

术可能侵犯了逝者的隐私权和肖像权。同

时，如果不加以规范，这种技术还可能被用于

不法行为，如诈骗等。因此，我们在选择使用

这类技术时，必须保持警惕，选择正规机构，

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关育兵

日前，“建议取消公务员 35 岁门

槛”话题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

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建

议 ，取 消 公 务 员 遴 选 的 35 岁 门 槛 ，

“35 岁虽然存在体力劣势，但也有经

验能力上的优势。在不需要看体力

的职业中，女性工作能力并不输给男

性。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应切实出台

相关举措，减轻 35 岁女性压力，助力

她们的人生更加精彩，让她们的才能

得到更好地发挥。”

蒙曼的建议很快引起大量网民的

共鸣与支持。一直以来，考公务员的

年龄限制，让很多人错失“上岸”的机

会。并非每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会

选择“上岸”，很多人会在民营企业工

作多年之后，才决定考公，还有一些人

想趁着年轻试错机会多，会选择自主

创业，等到中年之后，再考虑是否考

公。可以说，用 35 岁这个年龄门槛来

限制人们的自主选择权，减缩了人生

多种可能的空间。

事实上正是如此。只有打破年龄

限制，才能让人才有更多发展机会，实

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标。如果公

务员考试能在年龄限制上有所松动，

显然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进而让

全社会都减少对于求职者的年龄限

制，消除年龄歧视。

改变考公的年龄限制，需要更多有

识之士的呼吁，需要更多的研究与探

索。每个人的人生“进度”不同，有的

人 35 岁才开启“成熟期”，才找到人生

发展的方向。我们不能简单用一个年

龄标签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成功”或者

“有潜力”。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不论考公

的年龄限制最终是否能被打破，每个

人都应该想办法趁着年轻提升自己，

找准人生努力的方向。毕竟，自己具

有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应变的能力，

才 是 在 任 何 环 境 下 都 能 立 足 的 功

夫。要练好一身功夫，说到底，还是

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不要管外界如

何要求我们，努力前行，久久为功，才

是一条正道。

黄帅 《中国青年报》

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犹在，爱人常伴，孩子

嬉笑绕膝边。1.吃父母做的菜。父母做的菜，是儿时

熟悉的味道，也是独有的味道。每每回到家里，父母做

的一桌子好菜，总会让我们大饱口福。2.听爱人讲情

话。爱人是陪伴我们走一生的人。若得一爱人，述衷

肠，话家常，知冷暖，乃人生幸事。若说些体己话，互相

关心，互相理解，那么情话就如一杯暖茶，沁人心脾。

3.跟孩子做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

晶，更是因为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幸福体会。放下工作，

放下烦恼，与孩子做游戏，这叫幸福。 @新华社

朋友需要的不是指点，而是倾听
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仿佛被重重高墙围困。这

时，我们在心理层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有人

和我们一起应对情绪。可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以

教导者的身份自居，通过讲道理来突显自己的优越

感。其实，没有人可以凭借大道理就能过好这一生。

毕竟，我们是来倾诉的，而不是来上课的。想要说服

一个人，动之以情永远排在晓之以理前面。与朋友相

处，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和热，而不是站在高处

指指点点。让别人感到舒服，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

极高的修养。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