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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 刘 斌 不 慎 遗 失 驾 驶 证 ，证 号 ：

140223199603192812，声明作废。

● 张 伟 芳 （ 身 份 证 号 ：

44512119890127398X）不慎遗失王书诚

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部战区空军医院出生的出生证，证号：

U140182366，声明作废。

● 李 文 婧 （ 身 份 证 号 ：

140203199506200424）不 慎 遗 失 李 若 玉

尧于 2014 年 6 月 2 日在国药同煤总医院

出生的出生证，证号：O140036900，声明

作废。

●李文琴不慎遗失铂蓝郡 B22-3A 号房

的 房 屋 内 部 合 同 ，编 号 ：1200038；及 收

据，编号：144926，金额：500000 元；编号：

144995，金额：3224000 元，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对大同市展览馆平移旋转建设工程项目提供服务的大同市矿产资源

开发服务中心、大同市瑞祥小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提供服务的大同市环境保护研究

所、大同市南环西延东侧廉（公）租住房建设项目负责监理的大同市金成工程监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市北环路北侧廉租住房项目供水工程负责实施的大同市御华

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进行清算并付款。

请上述四家单位见报一个月之内派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与我公司联

系，过期将核销以上相关项目债务。

特此公告

大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24日

公 告

责编 薛保琳 版式 史晓帆

2024 太阳岛企业家年会 22 日至 24
日于哈尔滨举办，其中的“人工智能赋能
高质量发展论坛”发布了人工智能十大
成果。从革新生产生活方式到加速赋能
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走深向实”重塑千行百业

“依托公司在显示技术、物联网及
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积累，我们推出了

‘AI影像辅助诊疗平台’，可以通过智能
医疗设备、远程医疗平台及健康管理系
统的集成应用，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高效利用，帮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京东方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雨楠说。

这是此次论坛发布的人工智能成
果之一。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介绍，当前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密集活跃，正推动人类社
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与算法已成为众多行业
的效率倍增器与发展新引擎。

在哈电集团重装公司厂房内，智能
化 焊 接 系 统 已 在 核 电 设 备 焊 接 中 推
广。“智能化焊接系统能自动检测焊缝
内径尺寸、外观形状和缺陷，调整焊接
方式，可减少 50%到 75%的人力，效率提
高 2 倍以上，作业质量可满足核电焊接
标准。”哈电集团创新与数字化部副总
经理刘新新说。

在赋能传统产业的同时，人工智能
也在创造全新应用场景，带动新兴产业
拔节生长。

北京讯飞研究院副院长李家琦说，
基于星火认知大模型，科大讯飞正在数
字政府、教育、司法、金融、汽车等多个
行业开发创新服务产品，为用户带来更

多新体验。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

展报告 2024》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被广
泛应用于包括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
慧农业在内的 20 个细分领域，创新版图
正从“极化”走向“扩散”。

还要答好几道题？

“AI”，已成为现象级热词与万千行
业的“宠儿”。然而，在不少细分领域，
从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到大规模商业
化应用仍有距离。业内人士认为，人工
智能仍需答好“三道题”。

——“基础题”。多名受访专家指
出，目前算力、存储等基础设施方面仍
存短板，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中国国际
科技促进会新基建专委会会长金晖认
为，高质量数据采集和行业专属大模型
是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变革的关键所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副院长程思瑶说，在一些领域，存在
数据收集存储装备少、基础数据标准化
程度低、数据采集成本较高等问题，对大
模型的训练与推理造成不利影响。

“传统装备制造业数据基础设施相
对较弱，整体仍处于数字化阶段。”刘新
新说，不同车间、流程工艺之间的数据
有效互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场景题”。人工智能技术转
化，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场，工业
界与科研机构的衔接至关重要。一些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人工智能研发人员
对各大行业的了解仍然有限，如果不能
清晰掌握工业界的实际需求，就难以给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既懂专业、又懂市场的跨领域人
才培养，值得关注。”李家琦说，坐在研
发室里很难想象具体应用场景。同时，

具备丰富行业经验的项目经理、产品经
理等综合性人才，被各大企业所青睐，
存在较大缺口。

刘 新 新 说 ，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转 化
上，应用企业作为“出题人”，在提出需
求时还缺乏精准性，因此一些应用场景
中的共性问题还没能提炼出来，成为一
大阻碍。

——“机制题”。受访专家认为，不
同行业领域间仍然存在“数据壁垒”，对
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造成延缓。

一家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企业负责
人说，对于用户数据怎样保存、能否用
于训练等问题，行业内还缺乏明确规
定，可能引起隐私权、版权等纠纷，企业
存在顾虑。

让人工智能走上更大舞台

多位受访专家呼吁，可在行业
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人
才培养等方面综合施策，充分释放
人工智能发展潜力。

“当前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
平衡处理数据安全与互联互通。”中
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伏羲智库
创始人李晓东等专家建议，在保障
公民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
建立行业内与行业间的数据互通互
联机制，大力支持孵化共性技术，从
企业单点式突破拓展到更多应用场
景。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
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
量。”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文武说，去年 5月北京市发
布《北京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为数据商业生态与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制度框架。可

借鉴这一做法，进一步推动政企数据融
合，发展数据商业生态，提升和释放数
据要素价值。

金晖建议，各大企业可与高校合作
推出人工智能大模型实训课程，提供系统
化、前瞻性、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专业辅导，
加快培养“AI+专业”的跨领域人才，提升
从业者专业水平，扩大行业人才储备。

李家琦等专家表示，期待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机构与人工智能
行业龙头企业密切合作，构建新一代人
工智能全产业链生态平台，聚焦关键技
术难题，构筑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知识
层、技术群、生态圈，打造自主可控的人
工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抢占人工智能
技术制高点。

新华社哈尔滨 8月 23日电

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要答好几道题？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杨轩 沈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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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保障性住房
的建设和供给进展怎样？城市更新有
哪些具体举措？在国务院新闻办 23 日
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回
应了当前热点问题。

促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形势备受关注。住房
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当前，房地
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仍
处在调整期，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市
场出现了积极变化。从我国城镇化发
展进程看，从人民群众对好房子的新期
待看，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和空
间。要坚定信心，因城施策，狠抓落实，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防
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实现房地产高质量
发展的治本之策。倪虹表示，构建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
在理念上，深刻领会“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设适应人民群
众新期待的好房子。二是在体系上，以
政府为主满足刚性住房需求，以市场为
主满足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三是
在制度上，改革完善房地产开发、交易
和使用制度，为房地产转型发展夯实制
度基础。四是在要素配置上，建立“人、

房、地、钱”要素联动新机制。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说，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和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在总结前一段相关试点实践的同
时，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牢牢抓住让
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基点，加快改革完善
商品房销售以及土地、金融、财税等基
础性制度，以改革促制度创新、以改革
促新模式构建、以改革促产业发展，努
力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

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是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高度
关注的问题。董建国介绍，住房城乡建设
部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谋划，指导各地一
手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加快解决
工薪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另一手抓配租
型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以“一张床、一间
房、一套房”等多样化、多元化的方式，解
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
今年前 7 个月，全国保障性住房和城中
村改造安置住房已经开工和筹集 235 万
套（间），完成投资 4400 多亿元。

董建国说，保障性住房规划是住房
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城乡
建设部指导各地，从本地区经济能力、
房地产市场状况和各类困难群体住房

需求出发，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因
地制宜编制保障性住房五年规划和年
度计划。

在制度完善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
正在指导各地，根据国家顶层设计，结合
本地实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抓
紧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管理办法和配
套政策，进一步细化完善保障对象、保障
方式、保障标准、分配管理等具体要求。

董建国表示，对列入今年计划建设
的项目，要落实好财税、土地、金融等支
持政策，加快项目开工、建设进度，加强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尽早开展配租、配
售。要加强项目的谋划和储备，做好明
后年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实施一批、
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
机制。同时，结合当地房地产市场情
况，积极推进收购已建成的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推动条件成熟的
项目加快完成收购，及时配租、配售。

此外，还要抓“好房子”样板。目前，
各地已确定一批保障性住房示范项目，
按照“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要求开
展“好房子”建设，不断提升保障性住房
品质。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要
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
区“四好”建设。

“要继续抓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下力气解决好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
难题，今年我们的计划是，完成好 5 万个
以上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在此基础上，
推动建设一批完整社区，推进老旧街
区、老旧厂区等更新改造。”秦海翔说。

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持续推进
城市的“里子”工程建设，加强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今年力
争改造各类老旧管线 10 万公里以上。
大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通
过数字化手段，实时监测城市的供水、
排水、燃气、供热、桥梁、管廊等各类市
政设施，对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
警、早处置，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加强
城市内涝治理，今年要完成 100 个城市、
1000 个以上的易涝积水点整治。

倪虹说，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适应城市发展进入城
市更新阶段的新要求，进一步深化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
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坚持“先体检、后
更新”，体检发现的问题就是更新要解
决的重点，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促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新 华 社 太 原 8 月 23 日 电 （记 者
王劲玉） 记者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获悉，从 2009 年山西启动大规模晋电
外送开始，截至目前，山西已累计外送
电量 14723.7亿千瓦时。

特高压通道是电力外送的重要基
础，近年来，山西持续加快特高压外送
通 道 建 设 ，2009 年 投 运 了 晋 东 南 -南
阳-荆门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通道，并
启动大规模晋电外送。2016 年后又建
成投运了蒙西-晋北-天津南交流，榆
横-晋中-潍坊交流，晋北-江苏直流

“两交一直”特高压输电通道项目，形
成“三交一直”外送格局，提升外送能
力至 3062 万千瓦。2024 年 6 月“西电
东送”通道调整系列工程投产后，山西
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至 3162 万千瓦。

记者了解到，山西承担着向华北、
华 东 和 华 中 等 地 外 送 电 力 的 重 要 任
务，年外送电量占全省发电量的三分
之一。截至 2024 年 6 月，山西全省发电
装机容量 1.37 亿千瓦，电力外送基础不
断夯实，目前山西已实现向全国 23 个
省市送电。

新华社太原 8月 23日电 （记者 柴
婷） 近日，山西省太原植物园的科研人
员于山西省永济市雪花山附近的阴翳
之处，发现了久未面世的山西黄芩，为
研究山西黄芩多了一份资料记载。

山西黄芩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
为濒危等级，相当于“植物界的国宝大熊
猫”。山西黄芩归属于唇形科黄芩属，为
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叶片两两相对生长，
呈现出迷人的心脏形状，而花朵则绽放
出深邃的紫色，是我国的独有物种。

据介绍，山西黄芩不同于应用比较
广泛的著名中药材黄芩，是两个不同的
物种，山西黄芩是一年生的草本，黄芩是
多年生草本，药用部位是多年生的根部。

“全世界有黄芩属植物约 350 种，
中国分布有 98 种，山西有 7 种，现存资
料记载中，山西黄芩是山西特有种。”太
原植物园植物学博士任保青说，在山西
省林草局支持下，永济市林业局的帮助

下，时隔 67 年，他们终于在雪花山所属
的中条山海拔 1200 米的阴生环境中再
次发现了这一珍稀物种踪迹，刷新了其
海拔分布范围，同时也让大家目睹了果
实和种子的真实模样，为下一步的科学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黄芩的首次采集记录可回溯
至 1957 年 5 月 27 日，当时黄河调查队
在永济市雪花山海拔 1500 米的沟底阴
处采集到了编号为 574 的模式标本，相
关学者于 1977 年在《中国植物志》附录
中发表了该种。自那以后，一直未曾有
关于此物种的标本记录。鉴于标本的
首次采集正值该种的花期，《中国植物
志》的记载也仅对花有所描述，但对果
实和种子的描述则相对欠缺。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对山西黄芩
的繁育研究，通过科学合理的迁地保护
手段，助力其自然种群逐步扩大并稳定
繁衍。”任保青说。

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
持续引爆市场。有数据显示，《黑神话：
悟空》在国际游戏平台 Steam 上已售出
超过 300万份，加上 Epic游戏商城、We-
Game 和 Play Station 平台，总销量超过
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大幅打破国产游戏的销售纪录。

“3A”游戏一般指高成本、高体量、
高质量的单机游戏作品。这一市场主
要被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游戏公司
占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盘和林认为，《黑神话：悟空》的
上线引发多重效应：一方面，玩家热捧
会带来相关领域的消费热潮；另一方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也会得到
提升。

8 月 20 日 10 点，《黑神话：悟空》全
球同步上线，仅一个小时，Steam 平台的
同 时 在 线 玩 家 就 高 达 104.5 万 ，登 顶
Steam 热玩榜。截至目前，WeGame 平
台累计注册量达 3 亿，平均月活跃用户
达 7000 万。

《黑神话：悟空》是一款《西游记》题
材游戏，由深圳市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

司制作。早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黑神
话：悟空》就凭借 13 分钟的实机演示视
频片段引发热议，此番上线也引发了国
内外广泛关注。

受该游戏上线消息影响，近期 A 股
游 戏 板 块 表 现 较 好 。 8 月 19 日 和 20
日，A 股相关概念股连续上涨。同时，

《黑神话：悟空》也带动了周边及联名产
品开发。瑞幸咖啡与《黑神话：悟空》的
联名产品于 8 月 19 日上线销售；京东商
城销售的多款《黑神话：悟空》周边产品
迅速售罄……

我国游戏市场规模巨大，但在代表
“硬实力”的“3A”游戏领域，几乎没有
国产游戏。

“中国需要‘3A’游戏，目前大部分
国产‘3A’游戏的文化内涵还是来自欧
美。”盘和林认为，《黑神话：悟空》最成
功的地方，是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

业内人士表示，《黑神话：悟空》的
成功会带动国内其他公司参与进来，放
手投入，采用中国文化、中国 IP 进行游
戏制作，同时向全球发行。

新华社深圳 8月 23日电

据新华社天津 8 月 23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今年长达 40 天的“三伏”终

于要结束了。8 月 24 日，正式出伏。伏
天过后，暑热逐渐消退，天气开始转凉，
正所谓“新凉直万金”。

“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
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初伏和末伏都是10天，中伏有时
是 10 天，有时是 20 天，这与我国古老的

“干支纪日”有关。如果夏至与立秋之间
只有 4个庚日，中伏就是 10天；若有 5个
庚日，中伏便是 20天。今年在夏至与立
秋之间有 5个庚日，所以“三伏”是 40天，
从7月15日至8月23日。

由于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进
入末伏，所以就有了“秋后还有一伏”之
说，而在这期间，天气依然炎热，民间俗
称为“秋老虎（像老虎一样发威）”或“秋
傻子（可以把人热傻了）”。

罗澍伟表示，在广大的北方地区，

出伏往往和凉爽连在一起。“三伏”的
“上蒸下煮”从此结束，空气中的湿度很
快降低，人们逐渐不再感到闷热。至于
东南沿海地区，类似“秋老虎”的持续高
温往往出现在末伏之后，因此即便已出
伏，也还会热上一段时间。

对于入伏、出伏的气温变化，人们
一直十分关注，自古就有“三伏适已过，
骄阳化为霖”“三伏光阴过，初秋宇宙
新”“江行逢出伏，枫叶早知秋”的咏叹。

其中，以北宋大文学家张耒在出伏
之日见凉意已至，一口气写出的《出伏
后风雨顿凉有感三首》最为精彩：“秋风
振秋晓，万境一凄清。幽草虫响息，高
叶露华凝……”“三伏如汤釜，熏煮理亦
足。西风半夜雨，窗户一清肃……”“残
暑扇中尽，新凉枕上归。微云起平远，
空碧上朝曦……”，生动形象地表达了
出伏后炙热消散的喜悦之情，遣词造
句，令人拍案叫绝。

山西外送电量累计超万亿千瓦时

我国独有物种山西黄芩时隔 67年重现

《黑神话：悟空》持续引爆市场

打破国产游戏销售纪录
新华社记者 孙飞 王丰

24日出伏：三伏热浪走，初秋气象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