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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烈宏表示， 本次大会以
“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
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 届时，来自政府、国际组
织、领军企业、技术社群和社会
团体的1500多位重要嘉宾将受
邀出席。

“在往届大会分论坛加领

先科技成果发布和博览会的架
构基础上， 今年新增‘直通乌
镇’全球互联网大赛。 ”刘烈宏
说，“直通乌镇” 全球互联网大
赛聚焦互联网双创领域， 打造
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国际性
赛事品牌， 在本届大会期间将
举办总决赛及颁奖活动， 助推

全球互联网合作创新， 激发互
联网创业活力。

今年大会将聚焦“科学与
技术”“产业与经济”“人文与社
会”“合作与治理” 四大重点板
块，共设置20个分论坛，邀请各
界嘉宾展开思想碰撞， 汇聚全
球智慧。 论坛议题上，既涵盖了

人工智能、5G、开源芯片等科技
热点，又包括产业数字化、金融
科技、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前沿，
还涉及网络空间数据治理、网
络空间国际规则等各方关切的
议题，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

此外， 大会还将继续发布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和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以
及“乌镇展望2019”等成果性文
件， 系统展现互联网治理的中
国经验， 以及中国学界对互联
网发展态势的认识和思考，为
全球互联网发展提供新的思想
借鉴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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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的
进步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使得网络威胁花样翻新。
正在天津举办的2019年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多场论坛上，与
会专家表示， 网络安全在技术
提升、人才储备、国际合作等方
面亟待进阶， 为智能时代保驾
护航。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 有利于经济发展、 社会进
步。 但与此同时，网络安全的风
险也被不断放大，网络攻击、网
络窃密、网络诈骗频频出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
说， 随着云平台和数据中心的
兴起， 数据的物理边界正在消
失。 特别是越来越多敏感数据
上网后， 数据的高度集中无疑
使得网络安全挑战与日俱增。
中国工程院院士于全也认为，

防火墙、病毒查杀、入侵检测等
一般手段应对传统网络攻击尚
可， 但面对新型攻击已经有所
乏力。

专家在网络安全技术高峰
论坛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毛振
华 摄

近年来， 国际上先后发生
多起高级别的网络攻击。 在部
分国家， 网络攻击带来的大规
模停电已经上演。

为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挑
战，近年来，从完善政策框架，
到升级技术能力， 再到储备人
才， 中国保障网络安全创新举
措不断、力度不减。

目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条例》 正加紧研究制
定。 为落实《网络安全法》印发
了《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不断健全国家网络安全应
急工作机制， 提高网络安全事
件预防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

记者在天津举办的网络安
全博览会现场注意到， 有参展
企业展示了网络安全威胁情报
库、 攻击检测与防御系统等能
力建设成果， 体现了以智能化
等构建网络安全应急体系的新

思路。
邬江兴说， 中国尤其是在

网络安全领域的拟态防御技术
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该技术
颠覆了现有的网络安全和黑客
攻击理论， 有望改变网络空间
易攻难守的困局。

针对部分手机软件强制授
权、过度索权，以及超范围收集
个人信息、 违法违规使用个人
信息等数据安全问题， 中央网
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杨
春艳表示， 中央网信办起草了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个人信
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等系列
制度文件，已公开征求意见。 本
次博览会上展示了App个人信
息保护专项治理工作成果，包
括近600款App违法违规使用
个人信息评估和处理情况。

“网络的核心一定是安全。”
与会嘉宾、91科技集团董事长
许泽玮说，人们既享受了网络的
便捷，也不得不面对由此伴生的
风险。 例如，大数据在根据人们
的喜好进行推送的同时，不可避
免地要收集个人信息，问题的关
键是看这些数据如何被合理、有
限使用，而非滥用。

许泽玮建议， 面对网络这
把双刃剑， 处理好效率与安全
之间的关系， 从中找到一个平
衡点，“既不过分强调效率忽视
安全，也不能为了安全搞‘一刀
切’，避免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
性”。

网络威胁没有国界之分。
与会的卡巴斯基实验室首席执
行官尤金·卡巴斯基期待,通过
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
作， 从而研发出更优秀的网络
防御产品， 扮演抵御安全威胁
的“利器”角色。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邵
新宇表示， 网络空间竞争归根
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丰富的人
才储备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
支撑。 他认为，当前可加强网络
安全学科与学院建设， 从而为
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
人才支撑。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正在全国开
展。 其中，开幕式、网络安全博
览会、 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
等主要活动在天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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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正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展开。 近
些年，全国科普活动的内容形
式愈发丰富多样，一些科研工
作者有了一个新身份———科
普网络主播。

今年， 一个简称为“中二
所”的直播账号走红网络。

屏幕前， 李治林正做着每
周科普实验：几片撕碎的新鲜
树叶被泡入半杯酒精中摇晃
几下，用验钞笔一照，一束红
色荧光直穿过刚得到的这杯
淡绿色液体。 李治林解释，有
谣言称荧光有害，因此“中二
所” 特意做了这条辟谣视频。

“叶绿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荧
光材料，那天天吃菜会担心中
毒吗？ ”

“厨房的冰糖为什么会发
出幽幽‘鬼火’？”“怎样破解‘无
字天书 ’？ ”———这些有点儿

“皮”的日常科普，均出自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直播账号
“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中科院物理所是中国自然
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
院的研究单位之一。 新中国成
立前后，物理所曾走出多名对
中国科学成就产生重大影响
的著名科学家。 如今，活泼的

风格加上时不时的段子，让这
个“老牌”官方机构在以学生
和二次元爱好者为主的直播
平台上，收获近 50 万粉丝。

“参与直播的成员大多是
所里的 90 后研究生， 语言风
格可以自然地向网友靠拢。 ”
在物理所读博期间就参与科
普工作的李治林觉得，“中二
所”的走红说明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科学了。

“社会关注也许是对这种
科普形式的认可。 一个研究所
玩直播可能挺稀奇的，而且网
友会觉得跟课本内容不太一
样，挺有意思。 ”中科院物理所
综合处副处长、科普工作负责
人成蒙介绍，物理所早在几年
前就开始向大众定期推送线
上科普内容，2019 年在此基础
上增设网络直播，科普团队也
渐渐从最初的四五个人发展
到 20 多人。 直播内容既涵盖
他们平常工作要做的实验，也
包括回答网友的日常提问。

这群在每日工作之余自愿
承担科普工作的年轻人相信科
学的力量，也传承着科学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直
播科普团队成员正在直播做
实验。 中科院物理所供图

镜头里的李治林看起来总
是充满朝气。 组里的一位师弟
说，这位大师兄擅长生动地诠
释“高大上”的知识，比如他曾
在直播中用初高中知识向网
友解释“中国天眼”的原理。

然而刚开始科普工作时，
李治林说自己没什么感觉，甚
至“不太情愿”。 直到一次线下
科普活动时，他看到自己做的
一个“很无聊”的小实验让一
些小朋友看得很开心，这让从
小喜欢物理的他一下想起了
自己的小时候。

“我曾经读到过一本科普
读物， 那本书后来好像绝版
了。 ”虽然早已记不起书名，但
李治林仍能回忆起书中的科
学故事带给他的喜悦，“我也
算是科普的受益者，现在自己
有能力了，就想把科学的乐趣
传递给下一代”。

现在， 李治林觉得给别人
科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
为有曾经不喜欢物理的文科
生每周坐等直播更新，也有新
生们因为物理所“名声在外”
选择考进来，甚至还有“课代
表”把每次直播知识点总结成
提纲。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直

播科普团队成员正在直播做
实验。 中科院物理所供图

成蒙希望更多人能看到
“中二所”的直播科普。 但在他
看来，让学生们对物理感兴趣，
为学科培养接班人是研究所需
承担的社会责任， 其意义远甚
于点击量。因此，尽管“中二所”
直播间上方的弹幕总会蹦出些
“奇葩”问题，直播成员依然会
从中挑出一些认真解答。

“人总有好奇心，但如果一
直得不到很好的回应，可能会

很快失去再次发问的热情。 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激
励人们保持好奇。 ”成蒙说。

“网络的存在缩小了很多
资源上的差距，比如偏远地区
只要有网也可以看直播。 ”李
治林坦言，科普无法替代课堂
知识，但可以影响一些人。 这
个一提到物理就难掩欣喜的
年轻人说：“假如我在读书的
时候能接触到这种科普方式，
肯定会对学习更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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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将于10月20日至22日在浙江乌镇举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刘烈宏宣布，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将于10月20日至22日在浙江乌镇召开。

网络安全为智能时代保驾护航

中国顶级科研机构用网络直播“玩”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