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在重点行业实现人工
智能，就需要有创新要素的
不断供给。

行动计划要求，要提升
算力供给能力，制定算力基
础设施发展规划，统筹布局
智能算力中心，加快国家超
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工程、郑
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建
设，推进人工智能公共算力
开放创新平台建设。

夯实数据要素基础，聚
焦重点领域建设行业大数据
平台，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
权授权使用。围绕技术创
新、行业赋能、生态培育、标
准应用、人才就业、数据安全
等方面，开展省级数据标注
基地建设试点。加快郑州数

据交易所建设，争创国家级
行业数据交易中心。引入具
有通用大模型能力的龙头企
业，支持省内人工智能企业
和科研机构打造具有竞争力
的大模型。

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发
挥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
究院作用，建设一批概念验
证中心、中试平台等新型研
发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算
法、工具集、模型库、适配认
证等技术支持，降低行业应
用门槛。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支
持各类创新主体引进、培育
算法模型研发高端人才、人
工智能与信息安全等技能融
合型人才。记者 袁帅

保障郑汴南水北调原水供应
为加快郑开同城化步伐，提高区域水资源保

障能力，2020年 9月，我市启动郑开同城郑州东
部原水干管工程，从南水北调小河刘分水口门向
郑州东部及开封市供应南水北调原水。该项目
覆盖航空港区、郑东新区、经开区，服务面积
1800多平方公里。

目前，郑开同城郑州东部原水干管工程（一
期）已全线贯通，将于11月份建成通水。项目建成
后年输水量1.76亿立方米，能够较好满足郑汴两
地南水北调原水供应，极大改善居民饮水品质，对
加强原水干管保护、确保工程运行安全至关重要。

决定（草案）目的在于通过法定程序将原水
干管安全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细化、将相关
部门和单位职责固化、将原水干管安全保护相关
技术规范标准化。“决定的出台，为确保城市供水
安全、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品质供水的需求再添
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绘就儿童友好城市温暖底色
2022年 6月，郑州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

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我市高度重视、积
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决议（草案）目
的在于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将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
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规范、引领、保障我市儿
童事业发展。

关于把握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总体要求，决议
（草案）提出了“让儿童友好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和全
民自觉，让儿童友好空间遍布全市，让儿童友好成
为郑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的建设目
标。关于儿童友好城市重点领域建设，决议（草案）
聚焦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
展环境“五个友好”整体推进。

凝聚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合力，决议（草案）明
确，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加强对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工作的监督和支持，各级人大代表要
积极发挥代表作用，更好实现为人民履职、为郑
州添彩。同时面向全市发出倡议，提出各级各部
门各单位要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公
益宣传，不断提高公众对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知
晓率与参与度，努力营造关爱儿童、服务儿童、保
护儿童的社会氛围，形成全市共同推动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合力。记者 董艳竹

医疗、教育、生态保护……

我省9个重点行业
加码“人工智能+”

如何打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河南将开展一系列行动。10月 29
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
发布《河南省推动“人工智能+”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重点推
进医疗、教育、科研、工业、农业、文
旅、城市管理、生态保护、防灾减灾
等9个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应用。

明确到 2026年底，力争 2~3个
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形成
2~3个先进可用的基础大模型、20个
以上垂直领域行业模型和一批面向
细分场景的应用模型、100个左右示
范引领典型案例，涌现一批制度创
新典型做法和服务行业应用的标准
规范。

市人大常委会拟作出决定和决议

事关郑开同城供水
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10月29日，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听取了《郑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郑开同城郑州东部原水
干管工程安全保护的决
定（草案）》和《郑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快推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的决议（草案）》
的说明，拟作出决定和决
议，为郑汴两地南水北调
原水供应和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构建智能教育基础环境

在医疗方面，行动计划要求，重
点发展智能医疗、智能医药、智能中
医药管理、智能健康管理等应用场
景。依托省内医疗领域科研机构和
医院，加快推进智能医学研究设施
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卫
生健康行业场景应用，提升基层普
惠医疗服务水平。

教育方面，重点发展智能化教
育、智能教育管理、智能教育评价
等应用场景。依托省级智慧教育
平台，推进智慧校园、在线课堂、虚
拟教室、智能学习平台建设，构建
虚实融合与跨平台支撑的智能教
育基础环境。汇集优质教学案例、
讲义素材、施教方法、学生心理健
康等教学知识，建设跨学科、跨学
段教育大模型和个性化人工智能辅
助教学工具。

科研是各个行业进步的基础，
行动计划也对人工智能+科研作出
要求。重点发展生物育种、合成生
物、药物研发、基因研究、新材料研
发等应用场景。

汇集海量数据培育“产业大脑”

重点发展产品辅助设计、智能
柔性生产、精细化质量检测、智能供
应链管理等应用场景。

在工业方面，要求聚焦“7+
28+N”产业链群，支持链主企业联
合人工智能企业构建工业大模型
和产品设计、虚拟仿真、计算机辅
助工程等平台，汇集海量工业数
据，培育“产业大脑”，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数字融通发展，支撑
生产监控、零件追踪、设备预维
护、缺陷分析、智能决策分析及全
流程自判断与自决策，实现全流
程智能化改造。

农业方面，重点发展农作物
智能管理、智能养殖、智能农机等
应用场景。依托省内高校、科研
院所和各类创新资源平台，建设
农业大模型，加强智能农业设施
建设。

在文旅方面，重点发展
智慧景区、文物保护、内容创
作等应用场景。汇聚文学作
品、历史建筑、文化遗迹、景
点等优质文旅数据，构建文
旅大模型。支持建设基于大
模型技术的甲骨文字检测系
统，推动甲骨文等文物保护
整理与文创产品开发。

在城市管理方面明确规
定，重点发展智慧交通、政务

服 务 、社 区 治 理 等 应 用 场
景。依托新型智慧城市试点
建设，在城市大脑建设中运
用大模型技术，构建互联网
地图数据、物联网传感数据
和位置服务数据等多元融合
的城市时空运行数据框架，
实现智慧城市底层业务统一
感 知 、关 联 分 析 和 态 势 预
测。构建交通大模型，精准
预测交通流量及拥堵情况。

推进固定场景下的智能驾驶发展

生态保护是重大的民生
工程，行动计划要求，重点发
展污染预测、生态环境风险
处 置 、黄 河 保 护 等 应 用 场
景。打造生态环境数据“一
张图”和天空地立体智能感
知“一张网”，提供大气、水
质、土壤状态监测和趋势预
测等服务，及时发现和处置
生态环境风险。

在防灾减灾方面，重点发
展灾害预警、突发事件处理、
防汛、地质灾害防治、火灾防
控和消防救援等应用场景。

此外，还要探索人工智
能多元化应用，充分发挥人
工智能技术对能源、金融、人
力资源、消费、时空信息等行
业的赋能作用，打造一批行
业细分应用场景。

打造黄河流域区域协同决策科学中心

不断夯实基础为创新要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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