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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批数字政府大模型场景应用清单发布
数字政府大模型场景应用对通用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笔者12月5日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安徽省数字政府大模型场

景应用清单（第一批）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数据

资源局着力推进通用大模型技术在数字政府领

域应用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安徽省数字政府

大模型场景应用第一批清单。清单包括政务咨

询、辅助办理、城市治理、机关运行、辅助决策、

专业工具等6类共18个场景应用。

政务咨询类主要是针对一些专业性较强

的行业领域，利用大模型打造专业知识助手，

为企业、群众和机关工作人员提供精准问答，

优化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提高机关办事效

率。具体包括公务人员财政制度规范问答指

引、企业环保助手2个场景应用。

辅助办理类主要是利用大模型全面学习政

务服务知识和办件数据，建立对政务服务事项和

企业群众办事意图的精准理解能力，使政务服务

更加精准智能、高效便捷。具体包括无差别综合

窗口助手、关联事项智能办理2个场景应用。

城市治理类主要是聚焦城市治理中民意

诉求快速响应、问题智能分类、事件工单高效

处置等需求，开发大模型特色应用，提升城市

事件的处置效率、提高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

具体包括12345热线智能化应用、执法助手（生

态环境业务）、县域“事岗人”一体化管理、智能

工单助手（自然资源业务）等4个场景应用。

机关运行类主要是运用大模型技术，通过

人机协同方式，减少公务人员日常简单重复劳

动，提高工作效率。具体为公文助手、公文智能

分办助手、政策问答、知识管理等4个场景应用。

辅助决策类基于大模型的逻辑推理、数学

计算等能力，通过智能问答的方式，快速了解

相关领域发展情况，为相关决策提供辅助参

考。具体为生态环境指标查询助手、民生福祉

研究助手、政策智能质检等3个场景应用。

专业工具类主要是运用大模型技术，在业

务统计分析、报告报表生成等专业领域，打造

一系列通用工具，协助公务人员开展相关工

作，帮助企业、群众理解专业知识。具体为个

性化分析报告助手（自然资源业务）、财务报表

助手、法律咨询助手等3个场景应用。

此次发布的18个场景应用中，由省数据资

源局牵头推进的有关联事项智能办理、无差别

综合窗口助手、公文助手、公文智能分办助手、

政策问答、知识管理等6个场景应用，其中部分

场景应用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相关部门牵

头建设的场景应用也在有序推进，如省政府办

公厅牵头建设的12345热线智能化应用，已完

成基于大模型的框架搭建，正在进行部分应用

系统上线前的测试；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建设的

企业环保助手、执法助手（生态环境业务）和生

态环境指标查询助手等场景应用，均已完成大

模型训练所需数据资源的归集整合。

省数据资源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大模型技

术在数字政府领域应用处于探索阶段，尚没有

成熟模式。数字政府大模型场景应用第一批

清单发布后，拟按照“通用能力+场景建设”模

式及产品化模式两种方式来探索推进数字政

府大模型场景应用落地。 （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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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又称彭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如今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科创中国”

试点城市，徐州不仅以独特的文化肌理示人，

更焕发着从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向创新

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勃勃生机。

孟建民院士来了，他在深地科学与工程云

龙湖实验室考察并召开合作座谈会；王兴治院

士来了，他为安华新材料有限公司院士协同创

新中心揭牌……前不久，第三届中国安全及应

急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徐州举办，上午开幕式一

结束，百余位院士专家就马不停蹄地走进企

业，为创新发展“把脉开方”。如今，徐州正抢

抓一切机遇，破茧成蝶、拔节生长，探索出一条

“企业提需求、学会送服务、科协搭平台、地方

汇资源”的“科创中国”徐州模式。

建平台：用心绘制科创平台图谱

产业的转型升级，正为徐州提供源源不断

的发展原动力。如何让企业切实感受到“科创

中国”带来的实效？细致描绘科创平台图谱，

徐州将创新资源引向企业，助力企业走向“专

精特新”，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

身处企业方知创新艰难。多年来，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制冷学会冷链工作委员会委员、

精创电气创始人李敏立志将制冷温控产业做

大、做精、做强，引领冷链物联网行业全球发

展。她对记者说：“参加‘科创中国’行动，能让

企业更方便地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

借助科协资源平台优势，能更深入地了解地方

产业的发展需求和趋势，推动自身产业升级；

“科创中国”构建的‘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

的创新联合体，让企业更紧密地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

2020年，在江苏省科协、省制冷学会、徐州

市科协协调组织下，江苏省制冷产业院士协同

创新中心徐州分中心在精创电气揭牌。多年

来，徐州分中心整合全国制冷领域高端人才资

源，瞄准企业短板和需求，为制冷行业创新发

展积极服务，曾组织制冷专家解决沛县冷库企

业机房和食品加工生产线的技术难题。

为精准绘制科创平台图谱，越来越多的科

创平台遍地开花，它们积极发挥服务攻关作

用，解决多项中小企业“卡脖子”技术。

经徐州市科协积极协调对接，中国兵工学

会将王兴治院士工作站设立在安华消防新材

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帮助企业攻关灭火材

料“卡脖子”技术，解决了高温油火、变压器油

火、电池自燃和森林阻燃等世界性难题，各项

性能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企业新增加销售

收入2亿元。

数字化：千里“姻缘”一网牵

前不久，精创电气一位科研管理人员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在“科创中国”平台发布了一则

技术需求信息，在一项创新技术研发中想咨询

对接行业内专家。

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徐州市科协相

关负责人就打来电话，表示已对接好专家，精

准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类似这样通过数字化平台，精准对接技术

需求的例子还有很多。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

实验室运营支撑部部长赵楠告诉记者，实验室积

极对接“科创中国”行动，通过数字平台发布高层

次人才招聘需求，完成了骨干科研队伍的建设。

同时，在“科创中国”行动的牵引下，经过

徐州市科协的牵线搭桥，邀请孟建民院士到实

验室现场调研并开展合作交流。期间，孟建民

院士围绕实验室如何面向深地能源资源高效

开采、深地空间安全开发利用等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在快速组建高水平人才团队、开展高能

级战略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也

为实验室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科创中国’行动为实验室横纵双向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保障。”赵楠对此感受很

深，他表示，一方面，帮助实验室进一步聚焦国

家重大战略布局，在对接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与

重大工程需求方面建立了桥梁和纽带；另一方

面，帮助实验室在深入谋划未来产业布局，使

得实验室对接区域产业集群途径更为通畅。

供需双方直接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对接，截至

今年11月，“科创中国”徐州平台累计发布需求

1394 条，发布成果 32035 条，汇聚各类专家

27100人，组织入驻量710家，平台总访问量近

50万次。其中，与“科创中国”平台联合发布揭榜

挂帅项目，面向全球发布“工程机械核心技术攻关

需求榜”，意向项目投资总计超过1.596亿元。

通过数字平台的深度应用，将千里之外的

院士与企业精准对接，打造了永不落幕的科创

平台，推进了科技合作的常态化、长效化。

筑生态：科技服务送达创新一线

院士协同创新中心、院士工作站的建设，

让院士专家驻扎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有了固定

的工作室。但想让技术服务走到创新一线，还

需更多的流动跟踪服务团。

如今在徐州，越来越多的科技服务团走到

创新一线开展服务，构筑了创新生态。中国作物

学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专家分别开展农业科

技服务、生物医药产业需求调研，促进徐州农业

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不断擦亮产业品牌；连

续两年组织开展的“科创中国”军工安防与应急

产业服务团徐州行活动，为近200家企业提供精

准化科技服务，提升了企业产品竞争力。

进厂房、下田地，每每服务团到达，由徐州

市科协主席领衔的服务工作组，就全程同服务

团一起，沉到科技园区、企业生产一线，开展深

度对接、座谈和调研，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不

忘随时随地广泛了解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

和人才需求，持续跟进为企业解困。

为进一步延伸服务的“触角”，徐州还将征

集技术需求工作融入日常，组织动员省级学

会、市级学会开展会企合作。今年以来，徐州

组织县（市）区科协广泛征集相关园区或区域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需求60余项，并

与相关省级学会合作，省金属、省铸造学会等

专家及时解答了企业的35条技术性难题。

徐州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杜海鹏表示，

要充分利用好“科创中国”平台，对上争取、对

下服务、上下联动，继续发挥好国家级学会人

才的引领作用，搭建高端科技服务平台，实施

供需精准对接，把国家级学会高端资源与徐州

市产业需求有效结合，实现科技供给与产业需

求的“双向奔赴”。

科创为笔绘就转型升级新画卷
——看“老煤城”徐州如何激活城市科创基因

□ 长三角科技报联盟江苏报道组 夏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