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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樊曦 韩佳诺） 记者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 月 10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590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071 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
峰。6 月 9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49.1 万人次，铁路运输安全
平稳有序。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根据铁路 12306 系
统大数据，灵活增开旅客列车，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
运力投放，同时加大旅客服务保障力度，努力为旅客提供良好
出行体验。

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上海、杭州、太原、沈阳、大连、济
南、青岛、石家庄等方向旅客列车139列；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加
开太原至北京、天津、西安、呼和浩特，大同至北京等方向旅客列
车15列；国铁郑州局集团公司部分车站持续开展“‘粽’享旅途 文明
出行”活动，向旅客赠送明信片、刺绣香包，开展互动答题，引导
旅客文明出行；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汉口、襄阳、宜昌东、
信阳东、麻城等车站安排志愿者做好客流疏导和重点帮扶，助力旅
客顺畅出行。

6月10日，2024年第三期和第
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在银行渠
道正式开售。记者获悉，国债在手
机银行渠道的销售十分火爆。记者
注意到，工商银行手机APP显示，
2024 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
（电子式） 的电子银行渠道可销售
额度分别在开售后 2 分钟、1 分钟
内显示为0。记者在国债开售半小
时后查询其他多家银行手机 APP，
同样显示 2024 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储蓄国债（电子式）已无法在该渠
道购买。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30年期超
长期特别国债也于近日完成第一次
续发行招标，将从6月13日起与原
发行部分400亿元合并上市交易。

6 月 7 日，农业银行等多家银
行公告称，6月10日至19日，将售
卖 2024 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
债（电子式）。

据了解，第三期国债和第四期
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
种，最大发行额合计500亿元，两
期最大发行额各 250 亿元。其中，
第三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

2.38%；第四期国债期限 5 年，票
面年利率2.5%。

此次发售的两期国债发行期均
从 2024 年 6 月 10 日起息，按年付
息，每年6月10日支付利息。单一
个人国债二级托管账户购买每期国
债不得超过300万元。

6 月 10 日，正值端午节假期，
除线下柜台外，多家银行开启网银
和掌银的同步代销，拓宽销售渠
道。财政部公告显示，工行等 32
家网银成员同时通过网上银行代
销；农行等 16 家手机银行试点成
员同时通过其手机银行代销。

6 月 10 日一早，记者了解到，
手机银行渠道售卖情况十分火爆。
工商银行手机 APP 显示，2024 年
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 （电子
式）的电子银行渠道可销售额度分
别在开售后 2 分钟、1 分钟内显示
为0。

记者于开售半小时后查询中
行、建行、招行等多家银行手机
APP，同样显示2024年第三期和第
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已无法在
该渠道购买。

在线下销售方面。据记者多方
了解，一些银行网点的销售额度并
不固定，投资者若在线下购买，有
可能需要银行工作人员帮忙刷新系
统信息，查看是否有新增的可购买
额度。

对此，银行工作人员解释，电
子式国债不会将额度分配至线下网
点，网点工作人员将在总行统一系
统中帮投资者“抢购”。“当有其他
网点投资者认购后未实际完成购
买，系统刷新后就会显示有可购余
额。”一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式
国债的兑取对于持有时间有一定要
求，否则将损失一定利息。

从第三期国债和第四期国债发
行首日开始计算，投资者持有两期
国债不满6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
息，满6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
率计息并扣除180天利息，满24个
月不满 36 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
扣除 90 天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
满 36 个月不满 60 个月按发行利率
计息并扣除60天利息。

本报综合消息

AI助力，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远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1..11亿人次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
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助力下，自动驾驶成为全球各大汽车制
造商重点攻坚的核心技术“高地”。现在距离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
远？这项技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问题受到消费
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自动驾驶是这样自动驾驶是这样““练练””成的成的

专家称，自动驾驶功能是伴随着车辆全使用周期动态进化而逐
步实现的。一款新车型上市交付时，其自动驾驶功能并非“完全体”。

一般情况下，自动驾驶功能需依靠车辆搭载的摄像头、毫米波雷
达、激光雷达等传感器获取道路信息，通过车载计算平台集成融合成
以车身为中心的路况“鸟瞰图”，车辆的自动驾驶算法会以此“推理”
出相应行驶路径。相关数据在脱敏后也会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云计算
平台，“喂”给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训练，持续迭代升级算法，进化出
新版本后再向用户车辆推送，不断优化车辆驾驶体验。

根据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标准，广义的自动驾驶从L0至
L5共分为6个层级。L0只提供预警信息，不介入驾驶操作。L1和L2
还是以驾驶员为主，称其为辅助驾驶更准确。只有到L3及以上才算
是逐步减少直至摆脱驾驶员干预的自动驾驶。不过等级越高，实际
体验未必越“先进”。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执行副总裁王忻说，L3自动驾驶启动时，
驾驶员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但一定要在
相应的运行设计域（ODD）下才可以。“在实际使用中，L2自动驾驶的
使用范围可能比L3更广一些，比如高速和城乡道路上都可以使用，但
这些情况下责任主体还是驾驶员。”博世智能驾控事业部公关负责人
潘嘉汇解释说。

““让让AIAI帮我开车帮我开车””

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技术水平下，汽车要摆脱驾驶员而完全自动
驾驶尚有难度。蔚来公司创始人李斌表示，当前自动驾驶仍处于“人
车共驾”阶段，“从有这个技术到真正好用，正在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感觉是让AI帮助我开车，而不是完全替我开车。”白国龙是一名
传统燃油车用户，他在体验某款车型的自动驾驶功能后表示，车辆的
确能够应对绝大部分常见路况，但当出现与他预期不符的路况应对
或驾驶动作时，他会果断接管。汽车行业媒体“电动星球”负责人欧
阳晨说，当前自动驾驶功能在通过复杂路段时，比如转弯时遇到过斑
马线的大量人流，通行效率依然比不上驾驶员。

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仍面临一些技术瓶颈和难点。例如，自动紧
急制动系统（AEB）理论上可以帮助车辆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刹停，避免
碰撞。但潘嘉汇表示，“这项功能有相应的触发条件。当遇险时驾驶
员有转动方向盘的动作，或车辆行驶在较大的弯道上，或者车速超过
系统定义的阈值等情况下，AEB都可能无法触发”。此外，行驶过程
中识别并避让突然出现的低速、静止目标或异形车辆也是业内的难
点之一，“目前很难做到100%识别避让”。

王忻表示，自动驾驶面对纷繁复杂的路况，尤其是特殊路况时出
现的“边角案例”，需要准确“推理”出安全的行驶路径，“这还需要在
算法、算力和有效数据训练三个方面持续精进”。

提升安全提升安全 解放精力解放精力

完全自动驾驶走入现实尚需时日，但辅助驾驶功能已受到许多
消费者的关注。

“解放精力、减少事故，这些都是智能（辅助）驾驶给我们用户带
来的利益。”李斌说，就蔚来目前的产品而言，人车共驾与单独由人开
车相比，安全性已提高6.26倍，且这方面表现还在提升。在开启辅助
驾驶时，驾驶员也不必一直踩加速踏板或者随时准备刹车，这样可以
解放许多精力。

“人车共驾和自己开车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看着开车，一个是盯
着开车。”王忻解释说，车辆搭载的各类传感器相当于多了好多双眼
睛帮驾驶员看路，出现风险时可及时预警。长途出行时，人车共驾可
极大缓解驾驶员的疲劳。

不过李斌也认为，消费者对辅助驾驶“有一些陌生，还不知道怎么
去适应人和车一起开，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循序渐进也是合理的”。

专家们认为，总体而言，规范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已极大改善人们的
出行体验，但无论自动驾驶技术如何进步，出行安全永远应放在首位。

储蓄式国债销售十分火爆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随着
北京、海南等地最后一场考试的交
卷铃声响起，2024年全国高考落下
帷幕。记者在多地考点采访，感受
考生们蓬勃的朝气和向上的精神。
挥别高考这场“成人礼”，他们迎来
崭新的开始，怀揣梦想再出发。

交卷交卷 迎接崭新开始迎接崭新开始
2024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

但各地结束时间不同，多数省份 9
日结束，北京、山东、海南等省份10
日结束。

9日下午6时15分，最后一门生
物学考完后，广东 2024 年高考顺
利结束。在广州市第六中学考场
门口，一位父亲手持亲手做的向
日葵迎接儿子，表达“一举夺魁、
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望；一位母亲
对儿子说，不管考得如何，接下来是
新的开始。

高考不结束，保障不停歇。连
日来，各地在治安管理、交通出行、
防暑降温等方面持续发力。

10日上午9时30分，北京高考
历史科目考试结束。几分钟后，早
已在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考场外等
候的考生家长黄女士，用手机拍下
儿子走出考场的瞬间。

“孩子没有选考后续的生物和
地理，这就算正式完成高考了。”黄
女士将手中的一束鲜花递给儿子

说，“高考只是一次人生阅历，尽力
了就好。”

调整调整 为了更好出发为了更好出发
“交卷啦！”吉林省实验中学高

三一班的金胜骏飞奔出考场。“我要
去旅游，要补看没追完的小说，要开
阔自己的眼界！”他迫不及待地诉说
着高考结束后的规划。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学习
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做之前想做没
时间做的事……和金胜骏一样，许
多考生已经计划好怎样度过精彩假
期，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

成都市西北中学高三学生唐玉
菁告诉记者，她准备报考沿海省份
的大学，学习经济学或审计学专业，
暑假准备去企业实习。

海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
理咨询师侯常山建议，考生在放松
的同时，要继续保持高中阶段建立
起来的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同时调整身心，做好今后独立解决
专业学习、同学相处、职业规划等方
面问题的准备。

“这个暑假只是一个人生驿站，
之后又是一段崭新的旅程。为自己
的青春旅程做一些有趣且美好的
事，身心愉悦、能量满满地迈向你们
的星辰大海吧！”教育部基础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专委会
委员、特级教师李惠君说。

拼搏拼搏 未来无限可能未来无限可能
等成绩、选专业、填志愿……

高考虽已结束，但考生们追逐梦想
的脚步并未停止。翻开青春新篇
章，唯有继续拼搏，才能创造无限
可能。

高考过后，各地将围绕考生和
家长关心的专业特点、人才培养、就
业前景等情况进行解读，开展线上
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记者了解到，天津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开发了“天津市新高考志愿
辅助系统”，通过系统的筛选功能，
考生可以从数以千计的院校专业组
中，根据本人实际情况与定位，结合
兴趣、爱好，通过条件过滤、数据比
对等，逐步聚焦到符合条件且有意
向的院校。

如何看待“冷热专业”？在南开
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严景云
看来，所谓“冷门”与“热门”只是一
时现象，过几年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考生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自身
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
变化。”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王浩宇建议，考生要对照
院校专业组的科目要求，同时结合
本人兴趣、爱好及国家未来发展需
求选择专业方向。

2024年高考落幕：崭新开始 无限可能

6 月 10 日 ，游
客在江苏扬州瘦西
湖风景区游览（无
人机照片）。

记者10日从文
化和旅游部获悉，
2024 年 端 午 节 假
期，全国文化和旅
游市场总体平稳有
序。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合计1.1亿人次，同
比增长6.3%。

新华社发（周
社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