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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机器人现场作诗、智能岸桥机器人远程操控、智能拆装鲁班锁、数字孪生魔盒……

在日前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

上，

492

家企业和机构携带一批硬核科技成果亮相。 本届智能大会有哪些新趋势新亮点，

又有哪些新思考？

引领行业向智能化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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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成风口

“请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模仿

梁晓声先生的小说风格，续写一段

文字。”在大会的智能科技展上，参

展观众围着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

向它提问，模型迅速回答，博得参

观者赞许。 这是讯飞星火认知大模

型在全国的首秀。

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是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最新推出的新

一代认知智能大模型，具备跨领域

多任务类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可

实现基于自然对话方式的用户需

求理解与任务执行。 同时，通过多

元能力融合统一赋能各行各业，基

于科大讯飞新一代大模型训练框

架，持续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知识

中学习进化。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庆峰表示， 该模型已在教育、

办公、车载、数字员工等多个行业

和产品中落地，将为讯飞开放平台

上超

400

万的开发者团队进一步

赋能。

走进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展区，基于飞腾芯片的信创车载终

端首次亮相。 飞腾公司副总裁郭祥

雷介绍， 该产品结合公交业务场

景，打造全场景基于自主可控芯片

的公交应用解决方案，产品有望引

领上下游元器件、集成电路、行业

软件适配等诸多要素，推动产业链

联动。

在中国联通

5G

智能体验专区

里最引人注目的是“

5G+

未来工

厂”。 参观者可以在展台通过小程

序下单，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一杯

下午茶，亲身体验系统自动安排生

产、制造、出货、配送的整个过程。

还可以通过

VR

设备将整个生产

过程尽收眼底，实现多品种 、个性

化、定制式的柔性生产。

AI

助力产业提升

智慧生态 、智慧码头 、智慧驾

驶、智慧能源……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S8

展馆天津港集团展区，

天津港集团携多项智慧港口建设

成果亮相大会。“能亲身体会到远

程智能操控系统抓取集装箱的全

过程，很有意思。 ”来自天津市滨海

新区的参观者王佳为说。

在智能大会现场，天津港集团

自主研发制造的氢电混合动力人

工智能运输机器人，可利用激光雷

达、摄像头、组合导航等多传感器

融合，在

5G

、北斗导航技术的支持

下，无需借助任何标记物 ，即可实

现自动驾驶，并通过氢燃料发动机

进行续航。 同时，机器人搭载的港

口全面数字孪生技术底座“津鸿”，

具备端侧自组网与智能协同能力，

在有效提升设备运行稳定性的同

时还能实现不同生产设备之间的

“近场交互”。

在国家电网展台，其自主研发

的电力组塔机器人首次亮相。 自主

攀爬越障、识别定位 、螺栓紧固等

一系列施工作业在这款机器人面

前都是“小菜一碟”。“电力组塔机

器人为输电线路建设 、运维 、巡检

等多场景功能应用提供可能。 ”国

网天津电力高级专家马骏介绍，地

面技术人员可实现对组塔机器人

全作业过程的实时监控，全面保障

施工安全和质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

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一直牢牢

把握“赋能实体经济 、支撑社会发

展”这条主线，通过应用需求牵引、

创新系统开放、 平台主导作用、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 赋能产业升级和

社会进步，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研发体系和应用生态， 引领经济社

会各领域从数字化、 网络化向智能

化跃升。

未来发展前景好

当前，随着各行业、各领域对人

工智能需求的日益增长， 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不断涌现。 同

时，对其伦理规范、风险框架以及治

理理念和模式的探索， 也受到广泛

关注。 下一步，人工智能应向哪个方

向发展？

万钢认为，下一步，应更加关注

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范式的变革 ，

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应用拓展和生

态培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伦

理、规范、标准与技术深度融合，加强

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水平开放合作。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科技部

将紧紧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新

机遇， 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

沿技术研发布局， 打造一批人工智

能区域高地和基础平台， 在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应用赋能、伦理治理等

方面深化与各方交流合作， 推动人

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

对企业来说，更看重人工智能其

中蕴藏的巨大机遇。

360

集团创始人

周鸿

祎

认为， 未来数字化的高峰一

定是大模型推动下的智能化， 人工

智能的指数级跃变将带来巨大发展

机遇。 大模型将会带来一场新工业

革命，能够像“发电厂”一样，把从前

难 以 直 接 使 用 的 大 数 据 加 工 成

“电”，赋能千行百业。 百度

CEO

李

彦宏也表示， 期待未来在大模型之

上， 各行各业各种应用能够找到好

的应用场景， 能够获得效率大幅度

地提升。 （周琳 商瑞）

“跑腿经济”

要跑出质量和信用

相关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

我国“跑腿经济” 市场规模达到

131

亿元，预

计

2025

年将达到

664

亿元。

一个市场能够持续增长形成蓝海，有赖需

求和供给两头同时发力。从餐饮外卖到零售用

品再到跑腿服务，消费者对消费的时效性要求

不断提升，而跑腿服务正好能够满足消费者足

不出户、节约时间的需求。 此外，跑腿服务有

效利用了骑手的空闲时间，既可以为平台降本

增效、扩大营收，又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即时需

求，同时也能够让外卖小哥多劳多得，形成三

方共赢的局面。

但腿经济存在门槛低、 定价随意、“跑腿

公司”资质不全、缺乏行业标准等问题，甚至

还出现过帮忙刷单等乱象。 要想解决这些问

题，有关部门需要适时拿出解决办法。 在行业

发展方面， 如何持续激发消费者需求， 拓展

各种新应用与服务场景， 更好地融入各地正

在推进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也

需要业内参与者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推动跑

腿经济向多元化、专业化 、有序化发展，跑出

加速度。 （据中国经济网）

从快递增速

感受活力中国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5

月

4

日，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

400

亿件，比

2019

年提前了

128

天，比去年提前了

24

天。 仅用

4

个多月快递业务量就完成

400

亿件，彰显了行

业发展的强劲韧性，也成为生机勃勃的活力中

国的一个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 快递日均业务量稳步向上攀

升，这样的成绩凝结着快递企业抢抓机遇的不

懈努力。 行业企业主动发力新技术、不断拓展

新业务，在助力畅通经济微循环中培育新的增

长点。 从次日达提速为半日达，“上午下单，下

午送到”打造快递新速度； 从单向配送到双向

揽派， 覆盖更广的智能快递车带来配送服务

新体验； 联合多方资源服务电商出海， 不断

完善的跨境寄递网络助力“快递出海”迈出新

步伐……一系列新举措，推动快递服务网络更

加顺畅、服务质量更高 、运力持续升级 ，推动

行业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今日中国，已形成一张网点超

41

万处、日

均服务

7

亿人次的巨型邮政快递网络。 全国

400

多万快递小哥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让这

张大网活力更足、韧性更强。

（据《人民日报》）

发展养老服务

要用好“互联网 +”平台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 人口老龄化速度

快。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超过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9.8%

。 据测

算，预计“十四五”时期，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

，进入中度

老龄化阶段。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 探索建立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助餐、助

浴、助洁、助医、助行、助急“六助”服务。 北京

市民政局积极开发搭建全市综合为老服务平

台———北京养老服务网， 打造了集供需对接、

政策宣传、养老地图、养老助餐、人才管理、京

津冀协同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北

京养老服务网及其

App

、 微信小程序的上线，

有望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在哪里可以吃

上老年餐桌的可口饭菜，老年人通过平台可以

一目了然，大大方便了他们的生活。 老年人都

有哪些所思所盼，居家养老服务还存在哪些难

点痛点， 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平台一网打尽，真

正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 （据新华网）

传媒之声

联合国粮农组

织

5

月

22

日在该机

构位于罗马的总部

举行

2023

年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系

统授证仪式，向新认

定的

24

个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地颁发证

书。 中国

4

地被授予

证书。

图 为 当 日 在 意

大利罗马的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总 部，福

建安溪铁观音茶文

化系统的代表表演

茶艺。

金马梦妮 摄

我国新添 4 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