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许从保 美编：黄佳玮02

安徽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态空间发布
7月16日，记者从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大会上获悉，合肥市发布省内首个人

工智能大模型生态空间——“模创基地”。

“模创基地”不是传统的孵化器和产业园，

而是一个通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创新生态

空间。空间内汇聚了AI产业链的上、中、下游

企业，还有从底层大模型到垂类大模型再到

应用层的大模型生态体系，旨在发挥安徽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优势，形成产业链的闭

环和生态。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2023年9

月，上海成立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

“模速空间”，用创新生态助力大模型产业“加

速跑”。安徽发展人工智能起步早，目前已形

成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的产业格局。大模

型生态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仍是

我省重点发展方向。

成立“模创基地”目标就是通过高浓度的

创新生态，加快推动大模型企业来皖汇聚，辐

射带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AI技术的持

续突破与广泛应用，助力安徽成为人工智能

创新的核心枢纽。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初步选址在合肥

市蜀山区，将通过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服

务，如算力调度、开放数据、评测服务和金

融支持等，帮助 AI 企业创新创业，提升竞

争力。

未来，该基地将建设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垂类大模型聚集地与应用先导区，培育20个

以上垂类大模型，打造1000款以上的应用产

品，集聚与赋能10万余名产业人才。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实习生 张淑慧）

7月16日，在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兆河段，引江济淮白湖大桥正加紧施工中。 白湖大桥项目路线全长4.9公

里，其中主桥长170米，宽20.6米，结构形式为下承式钢箱系杆拱桥，拱桥最高处距桥面41.8米。目前主桥的主体

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成，计划8月份全线完工。 巢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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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

资源。然而，在数量众多的事业单位中，编制

资源结构不优、存量不活，以及“无编可用”和

“有编不用”等问题，影响制约着教育、医疗等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破局靠创新。2016年以来，省委编办坚持

问题导向，探索建立编制周转池制度，跨界运

用银行存贷、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理念，统

筹全省长期闲置的存量空编资源，在不改变各

单位编制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编制所有权与使

用权分离，依托机构编制管理大数据平台，将

空编使用权统筹起来，向急需编制的行业领域

投放。

“好比是开设‘编制银行’，将闲置编制资

源筹措集中，形成编制周转池，活化使用，哪里

需要编制资源，就精准投放在哪里，就像银行

储户存款转化为投放贷款。”省委编办负责人

介绍，此举有力破解了编制总量控制和民生领

域人员编制刚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编制周转池是一个系统周密的制度安排，

省级统筹是首要原则，各地不得自行建立周转

池。我省对16个市、104个县（市、区）和省直

单位共121个编制管理单位，实行统一领导、调

度、使用和精细化管理。在编制使用上，坚持

需求导向、规范管理，全省普遍实行用编进人

前置审核制度，确保总量不超基数、人员不超

编制“双不超”，从源头上防控制度风险。

编制周转池制度建立后，统筹了全省近4

万个事业单位存量空编资源，活化存量空编近

12万名，重点向编制缺口较大的教育、卫生

等领域精准投放，突出保障基层一线和关键

岗位，专门用于保障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

人员。使用范围从全省本科高校、高职院

校、中小学、公办幼儿园、公立医院、乡镇卫

生院，延伸至长江禁捕退捕、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等领域。

编制的背后，还牵连着岗位设置、职称评

聘、财政供给、社会保障等。我省在制度保

障上注重政策统筹联动，由机构编制部门牵

头，联动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把周转池

编制纳入财政预算、岗位设置和领导职数核

定的基数，将使用周转池编制人员纳入正式

在编人员，落实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社会保障

等制度。

编制的活力在于使用。在编制调配上，我

省坚持动态周转使用，严防再度固化。

“周转池编制使用，注重动态绩效评估，依

据制度运行效益，确定编制周转池进退存废。”

省委编办编制周转池制度推进处负责人介绍，

对运行效益明显、又确有长期需要的，可扩大

周转池编制规模，继续使用周转池编制；绩效

不高、使用不规范的，则通过控制用编进人，逐

步压缩周转池编制规模直至完全收回，保证周

转池编制动态活化、能放能收。

编制周转池制度改革，推动机构编制管理

由“简单增量”向“活化存量”转型，有效解决

“无编可用”与“有编不用”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充分释放了“招才引才有编制、培养晋升有岗

位、选人用人有自主”的改革红利。

据统计，依托这一制度改革，全省已盘活

存量空编12万名，实现2万编制进高校、6万编

制进医院、近4万编制进中小学，有力缓解了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编制紧张的矛盾，促进了编

制合理流动，释放了编制资源红利。

2017年初，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纳入改革

试点后，确定该院周转池编制469名，社会化用

人员额750名，大大缓解了医院人才和岗位紧

缺状况。

“随着编制数的增加，医院也增加了高级

职称岗位职数199名、中级职称岗位职数201

名，高级职称增幅达60%，保障了人才的职称

晋升通道。”蚌埠三院负责人介绍，此举也为

引进、留住和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重要的制

度性保障，改革后先后使用周转池编制286

名，其中引进硕士研究生230余名、博士研究

生11名、高级职称人才5名，有力推动了医院

高质量发展。

我省编制周转池改革，顺应群众呼声，是

践行机构编制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受到中央深

改委充分肯定，先后入选“全国人才工作十件

大事”“国务院13项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

措”“全面深化改革基层落实典型线索”等。目

前，这一经验已在全国多地的教育、医疗等重

点领域推广实践。 （安徽日报记者 黄永礼）

“编制银行”激活沉睡资源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江淮改革实景图

7月16日下午，安徽

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大会暨全国通用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大赛（CCF

TEC专项赛）启动仪式在

合肥成功举办，副省长任

清华出席大会。

现场设置了数字人

致辞、2023 年大赛视频

回顾与颁奖、2024 年大

赛启动、中国科大人工智

能学院推介及产学研项

目签约、重要发布、场景

能力路演等环节。通过

大会，推动安徽省人工智

能产业“四链”融合，坚持

创新引领、场景驱动、企

业主体、应用突破，努力

将安徽全力打造成在全

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高

地，全力建设成在全国第

一方阵的高水平创新型

省份和科技强省。

本次大会以“智能融

合 引领未来——构建通

用人工智能新时代”为主

题，旨在抢抓通用人工智

能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抢占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制高点，突出“双招双

引”、场景应用、品牌塑

造、宣传造势，充分依托

AI百人会集聚学界、产业

界领域高端人才的平台

优势，加速构建我省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体系。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实习生 张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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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副省长李中先后赴巢湖市、肥

东县相关园区、企业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及产

业发展工作，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深

入一线检查民爆、特种设备企业安全生产和

食品安全工作，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扎实开展工业稳增长行动，推动传统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谋划布局未来

产业，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全力推动全省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要发挥创新优势，支持企业协

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竞争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要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完善企业反映问题直

通车机制，及时研究解决企业诉求问题，积极

打造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压实各方责任，全面加强民爆、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牢

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讯员 山石 安徽日报记者 丰静）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全力保持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