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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全
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厦门市公
安局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作为社区警务的
主要抓手，立足网格管理、信息采集、阵地管
控、机制建设四个方面，强化工作措施，扎实
推进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基础工作。

一是警社融合，加强网格管理。依托各
村居党群服务中心，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工作融入各村居日常工作，集美分局充分
发挥好派出所社区民警兼任村居副书记的

桥梁纽带作用，动员党员干部、网格员参与
到流动人口日常管理中；把流动人口、出租
房屋信息采集登记作为村居主要工作任
务，实施量化、绩效化考核；派出所对出租
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实时拍照上传至平
台，督促相关部门联合整改。

二是三线管控，加强信息采集。结合“一
标三实”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全面采集登记出
租房屋、流动人口信息；健全企业用工信息报
备制度，紧贴各区镇新引进的企业和重点项

目，第一时间加强对接，登记从业人员信息；
对旅馆、民宿、按摩洗浴等住宿(留宿)场所开
展全覆盖治安检查，对不按规定登记信息的
场所严格予以处罚，有效提高登记率。

三是联动共治，加强阵地管控。依托大
数据多维排查，评估风险因素；督导用工单
位和出租房主落实治安管理责任，发挥群
防群治力量作用；加强宣传，实现社区民警
与流动人口的“面对面”工作模式，借助知
识讲座进企业、进社区、进工地等活动，大

力宣传法律法规和防火防盗防骗等知识；
积极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群防群治，推动警
民关系的融洽发展。

四是贴近实战，加强机制建设。深化智
慧社区建设，掌握小区人员流动情况，并结
合物业公司管理情况，对可疑人员、车辆进
行跟踪核查、研判，及时采集基础数据；对排
查出来的涉及流动人口问题线索，及时联动
相关部门处理，切实稳控化解到位，严防造
成现实危害；此外，对已通报问题加强复盘
检视、倒查分析、以案促查，举一反三、对照
改进，切实推动工作发展，堵塞管理漏洞。

（杨熙 何小萍 田圆）

厦门市公安局四举措提升流动人口管理质效

“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产业资料，算力
（即数字计算能力）成为新型生产力，迎来新
的产业革命。”14 日，由省科协、省通信管理
局主办的 2023 东南科技论坛——智能算力
助力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州举
办。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对数字
化时代的算力提供了他的见解。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垂直
行业加速深度融合。发展区块链、智能驾驶、
基因测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无一不
需要智能算力的强大助力。本届论坛为人们
描摹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

加大算力建设，夯实数字
经济发展“底座”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算力
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当前，算
力网络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中
国工程院张宏科院士说。

与会嘉宾指出，智能算力中心是智能时
代面向社会全域多主体的新型公共基础设
施，不仅赋能实体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还可以支持各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应
用，为企业提供更快速、更准确的分析、预测
和决策支持，推动产业发展和创新。

今年 7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明确提出实施算力网络统筹布
局行动，包括优化布局大数据中心，建设提

升智能计算中心等。
今年，基于全国产化技术路线建设的福

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其中，
项目一期算力 105P（1P 即 1Peta，为 10 的 15
次方，表示每秒可以进行的浮点运算次数），
每秒运算能力达 10 万兆次，相当于 50 万台
高性能计算机同时运行。这意味着，我省拥
有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和创新平台，
将成为福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算力如何转变成“智慧”？福建人工智能
计算中心首席运营官张欢介绍，该中心已与
170 余家企业展开合作，孵化 53 个解决方
案，人工智能应用于各行各业。

以某钢制品喷绘文字识别联合解决方
案为例，该方案依托华为 Atlas 900 AI 的算
力支撑，通过前期预采集的图片构建了适用
于钢铁厂的钢制品喷绘文字识别模型，将模
型部署至手持式设备上，既提高效率又确保
了工人的安全。

根据科技部的通知，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作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筹），已
纳入全国人工智能算力战略体系。张欢说：“我
们还需要大力投入基础算力建设，同时在教学
梯队、人才梯队、科研梯队、应用梯队共同发
力，做大做强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与会嘉宾表示，福建要充分利用智能算
力的优势，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推动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让算力真正
普惠，企业可联合打造“大、惠、稳”的普惠算

力中心，依托于深度学习等，解决容错重启、
算力资源分散与浪费等问题，提高集群算力
密度。其次，将智能算力中心打造成为人工
智能产业的“孵化器”。相关行业、企业要紧
紧抓住算力产业聚集效应发挥的关键期，为
数字经济赋予“向智的力量”。

AI大模型，加速助力行业升级

省通信学会理事长陈荣民在论坛上指
出，助力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算力还只是

“基座”，更需要的是基于不同行业的了解和
探索，所得出来的适应性解决方案。

其中，大模型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其具
有庞大的参数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机器学习
模型，正以强大能力掀开人工智能通用化的
序幕。

在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曾震宇看来，大
模型可以成为业务系统新的智能中枢，对业
务任务进行规划，并通过智能体与本地文
档、本地数据、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
交互，既发挥大模型的逻辑推理、生成等智
能能力，又能确保企业的内部数据和文档等
得到最大化利用。

他举例说，在城市治理场景中，大模型
可以用于城市事件的感知、分派和处理，减
少人工工作，提升城市事件的处置效率。

在厦门市思明区，阿里云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技术支撑相关部门围绕城市运行

“高效处置一件事”，推动职能事权下沉和业

务流程再造，助推城区事件高效协同处置，
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区
内统筹”。

2022 年以来，水利部持续推进数字孪
生流域建设，打造以 AI 智能算力为基础、满
足核心业务模型训练和过程推理等需求的
数字孪生流域平台。

“对于数字孪生流域，可以衍生出气象
大模型及水利大模型等行业大模型，以及降
水预报、洪水预报、内涝预报、水库抗暴雨能
力计算、水库水位调度和土石坝渗压验证预
警等场景化大模型。”福建中锐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科技人员马森标、陈惠祥提出了数字
孪生流域大模型分级架构的思路。

马森标说，比如针对数字孪生降水、水
库、河流、城镇内涝等场景，可以构建 L0 级
科学计算基础大模型，采用 AI 数据建模和
AI 方程求解的方法，以更快更准地解决气
象、水文和水动力计算问题。

“福建省中小流域分布广泛、数量众多，
深受洪涝灾害的影响，省水利厅提出了增强
水利智慧支撑能力的建设，人工智能模型逐
步得到应用。”他建议，福建水利部门可以自
己构建数字孪生流域 L0 级基础大模型，也
可以跟大模型厂家合作，构建有行业属性的
数字孪生流域基础大模型，并进行模型的演
进和迭代。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国内外企业加速研
发各垂直分类领域 AI 大模型，算力需求必
将持续向上。

智能算力，助你一臂之力
东南科技论坛聚焦智能算力如何促进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李珂 实习生 陈斯琪

新华社成都9月20日电 20 日，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
在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宣
布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
组，凝聚文明共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更显迫切。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繁荣世界文明百
花园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外嘉宾表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需要始终坚守、大力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用文化创造展现人类社会在共同挑战面前的
拼搏与奋斗，讲好每一种文明的精彩故事，增进相互理解，促进
民心相通。应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不断拓展文化交流新渠道，用
文化的力量守护好共有家园。

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
省人民政府举办，是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的主体活动之一，今
年的主题为“文明共生：多彩、平等、包容”。

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
在成都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黄琼芬） 记者 20 日获悉，由中国文
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12 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
将于 10月 11日至 17日在福建安溪举办。届时，来自全球 13个国
家的艺术家将同台献艺，共同打造一场促进新时代文明互鉴的
国际文化交流盛会。

据中国文联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张锡海介绍，今年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本届艺术节以“弘扬一带一路精神，共创
人类美好未来”为主题，将以音乐舞蹈交流演出为主，为观众奉
献多场极具多元风格和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包括开幕式文艺
演出、专场惠民演出、中外艺术家大联欢、赴安溪县基层交流演
出以及赴泉州、厦门巡演等。在此次艺术节期间，安溪县还将举
办多个配套交流展示、文化体验等活动。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有别于以往在省会、地级市举办
的模式，本届艺术节首次设在县级城市安溪举办，更加体现了艺术
节“民间性、群众性”的特点，也体现了民间艺术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

记者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开幕式和开幕演出活动的总导演
由著名导演谢南担任，他曾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梦幻
五环》编导组组长。目前，安溪已完成艺术节开幕式启幕形式的
设计、开幕演出及艺术家联欢活动的演出构想等工作环节。

据悉，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型国
际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每三年举办一届。自 1990 年创办以来，中
国文联相继在国内 30 多个城市举办过艺术节活动，共邀请来自
五大洲 68 个国家的 170 多个艺术团、超过 3700 位艺术家来华参
演，直接观众累计达数百万人。

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
将于10月在安溪举办
首次在县级城市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杨则生 文/图） 9 月 18 日适逢农历
八月初四，政和县铁山镇凤林村举行传统的走古事、抢溪洲
民俗活动，再现古代战场上将士们冲锋陷阵的场景，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魅力。

走古事、抢溪洲是一项“两栖”民俗活动，陆上巡游，水
上冲锋。相传，唐末乾符五年（878 年），黄巢农民起义军由
浦城兵分三路挺进政和，在铁山一带与官军激战九天九夜。
战事平息后，当地人修庙祭祀，以走古事的方式表达哀思，
由此形成了政和走古事的古老民俗。

巡游活动在上午举行，巡游队伍的主体是祭祀先人的
8个轿台。每个轿台两根轿杆，由 4人合力抬着，轿台由木柱
镶成，四周饰以精美画屏。走在队伍最前的是“精忠报国”红
绸大旗，刀、枪、棍、棒紧随其后，巷道中，数百面七色彩旗猎
猎招展。巡游队伍每经一户人家门前，主人便燃放鞭炮，祈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下午 2 时，抢溪洲活动开始，只见抬轿队伍在溪流中奔
跑，冲锋陷阵，水花四溅，众人高喊：“跑啊，跑啊……”一时
间，水花声、叫喊声、奔跑声、鞭炮声、鼓乐声连成一片。围观
群众和游客也感到热血沸腾。

等到炊烟袅袅、夜幕降临，一场声势浩大的游大龙活动
又紧锣密鼓地上演。大龙出游，家家门前燃松明、点灯烛、摆
果茶、放爆竹，迎接“龙游大地，喜到人间”。

下图：抢溪洲活动现场

政和：走古事 抢溪洲

20 日，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仪式杭州站在
浙江省杭州市举行，完成最后一站传递。当日的
火炬传递由羽毛球运动员、奥运冠军陈雨菲（左
图）担任第一棒火炬手，最后一棒火炬手则由网
球运动员吴易昺（右图）担任。23 日晚，杭州亚
运会主火炬将由 6 名火炬手和网络火炬手共同
点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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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顺龙） 20 日，省法院举行法治副校长聘
任仪式暨“法治公开课 法官护成长”网络直播活动。

担任法治副校长是一项有情怀、有温度的司法工作，有助于
发挥人民法院在法治教育、预防犯罪等方面的职能作用，提高青
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此次活动，省法院共选派 10 名政
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法官担任福州市 10 所学校的法治副校
长，切实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全省共有 834 名法官被聘
任为法治副校长，去年以来通过现场授课、模拟法庭、法治进校
园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覆盖 500余所学校近 15万名学生，
将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校园。

此次活动主会场设在省法院机关，分别在南平、尤溪、惠安
设置分会场。

省法院举行法治副校长聘任仪式

（上接第一版）
理念变了，发展之路也变了。村里从小

农经济到现代农业，从资源闲置到盘活开
发，从单家独户到龙头引领，打通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龙斗也蜕变成先
进典型村，先后获评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等，成为省
级文明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建省金
牌旅游村。

“意识到不能‘坐吃山空’后，龙斗狠下
功夫，首先从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入手，
相继实施了农房立面改造、缆线下地、道路
白改黑、台湾团队乡建乡创、‘五个美丽’建
设等项目。历经以干净整洁为主的 1.0版、以
美化提升为主的 2.0版到以乡建乡创为主的
3.0版，美丽乡村逐渐显现。”游立寿说，伴随
村子靓起来，乡风民风也持续好转，大家的
精气神都提了上来。

如今，护绿、转绿使龙斗村充满活力与
自信。山水环绕间，农耕文化生态绿道徐徐
延伸，百亩杨梅与连片稻田相映成趣。更有
趣的是，稻田边上有咖啡屋，现代都市生活
与传统诗意田园相融相生。

发展之变——
“靠山吃山”有新“吃”法

“年初以来，景区接待游客量达 12 万人
次，落差 216 米、全长 5.2 公里的峡谷漂流深

受游客喜爱。”云灵山景区总经理苏耀斌告
诉记者。

曾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村，如
今用好山环水绕优势发展旅游业。近年来，
龙斗村通过招商引资，把福禅溪流域资源
以及 2 万余亩生态林资源经营权打包入股
云灵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尊重生态、构
建特色、连接城市为发展思路，打造了云灵
山景区这个综合性、全龄化的休闲康养基
地。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还获评全
国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福建省五星级森林
人家等。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现在村集体每年可
以获得分红 20 多万元。不仅保护了绿水青
山，推动了村集体增收，还带活了土特产销
路，让村民在家门口有事干、有钱赚，实实在
在感受到好生态带来好日子。

“眼下，我们正在着手打造一系列文旅
品质提升项目。”龙斗村下派党支部第一书
记游旭辉向记者细数接下来打造的项目：进
行环龙斗溪湾旅游提升改造，建设 2 公里环
溪栈道、古渡亲子沙滩运动基地、环溪湿地
观光骑行道，建立龙斗农产品展示和电商直
播基地，完善和提升航空运动和沙雕艺术创
作研学基地……乡村文旅发展后劲十足。同
时，村里还引进了中草药种植加工产业，打
造美丽田园综合体项目，“靠山吃山”的新

“吃”法不断涌现。

产业壮起来的同时，因地制宜优化产业
结构同样重要。“金色是生态康养旅游，白色
是富硒萝卜蔬菜，红色是杨梅，黑色是中草
药，绿色是花卉苗木，黄色是有机水稻，蓝色
是淡水养殖和航空飞行运动……”游旭辉说，
如今，龙斗的“七彩”产业带正越舞越起劲。

生活之变——
“钱袋子”鼓了乡风好了

近日，2023 南平市“251”环线和美乡村
篮球赛在龙斗开赛。活动为期 4 天，汇集了
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沿线的邵武、
建阳、武夷山、光泽四个县市区的 8 支队伍，
共计百余位乡镇运动员及裁判员参加。

赛事活动是带活乡村的好方法。当地精
心策划的首届龙斗夜肆活动同步举办，音乐
会、后备箱夜市、龙斗乡宴、集趣街区、樵野
烧烤市集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
场盛会，邵武当地的老字号美食、地方农特
产品、非遗创意产品等上百种地方特色产品
集中亮相，吸引 2万客流量，累计消费超 600
万元。

近年来，龙斗村通过党建引领，深入梳理
挖掘自身优势，依托好山好水发展生态产业、
办好特色活动，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阔。村
集体收入壮大了，村民的“钱袋子”鼓了。

“我和老婆都在承天药业上班，离家不
到两里路，两个人一年工资加起来有七八万

元。”龙斗村瑶理组村民王和柏，对现在的日
子很知足。

像王和柏一样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不
在少数。目前，村里光花卉苗木企业就有 13
家，还有福建省青竹竹木业有限公司、福建
承天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落户，村民在家门
口不仅能就业，还能择业。

2022 年，龙斗村村集体收入达 187 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万元。

村子发展了，要让村民受益。今年，村里
筹措 30 万元，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缴纳医疗
保险，在重阳节到来时，根据不同年龄段为
老人发放 300 元至 600 元的慰问金，并对 5
名考上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实施奖励，着力提
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生活好了，乡风也更和美——村里举办
了“德孝节”“书香节”等文化活动，开展“文
明家庭”“美丽庭院”等评选和移风易俗专项
整治。

“今年 7 月，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
经验建设福建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在邵武
举行，龙斗村是考察点之一，大家深受鼓舞。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宝贵经验，让建设美丽乡村与发展美丽
经济齐头并进。”游旭辉说，当前，村史馆正
加紧建设中，通过深入挖掘龙斗历史文化，
讲好龙斗红色故事，激发大家热爱农村、建
设农村的热情，共同描绘色彩斑斓的山村新
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