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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从 ChatGPT 引发全网跟风到自
动驾驶加速“驶来”；从 AIGC 崭露头
角到 Sora 惊艳全球……人工智能快
速迭代，有力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催生行业新应用，带来
生活新体验。

如何打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河南正全力抢抓这条战略赛道。10
月29日记者了解到，省政府办公厅近
日印发《河南省推动“人工智能+”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称

《计划》），将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
迭代和生态培育，加速人工智能在重
点行业规模化应用，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河南实践赋能增势。

“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强大引擎。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
省和新兴工业大省，河南拥有雄厚的
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具备在人工智
能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优势和条
件。”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
提出构建基础坚实、创新活跃、产业
领先、生态完备、应用广泛的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格局。《计划》的出台，标
志着我省在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发
展方面有了顶层规划，有利于探索大
模型行业应用落地路径，以应用牵引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升级，赋能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前瞻谋划“人工智能+”新未来，
我省制定了发展目标，明确了主攻方
向。到 2026 年年底，力争 2 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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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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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强调的是与行业、
场景的融合。《计划》以重大应用需求
为牵引，结合我省产业基础和创新资
源，提出重点实施医疗、教育、科研、
工业、农业、文旅、城市管理、生态保
护、防灾减灾等9个行业人工智能应
用示范。同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
能源、金融、人力资源、消费等行业多
元化应用，统筹推进应用场景梳理、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垂直模型应用开
发等，探索“人工智能+”有效路径，形
成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新生态。

作为具身智能的一种形态，人形
机器人可以完成外界感知、自主运
动、行为交互等任务并复刻人类行
为，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落地应用。
在“人工智能+工业”方面，《计划》提
出要结合真实场景发展融合具身智
能的机器人，以应用牵引具身智能迭
代演进。此外，在“人工智能+医疗”
方面，我省将重点发展智能医疗、智
能医药、智能中医药管理、智能健康
管理等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教
育”方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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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文

旅”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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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方面，将构建
交通大模型，精准预测交通流量及拥
堵情况，优化交通信号灯控制机制，
推进固定线路、封闭园区等场景下的
智能驾驶发展……

以“AI+”加速赋能千行百业，需
要强化应用创新要素供给。《计划》从
提升算力供给能力、夯实数据要素基
础、推动大模型创新发展、搭建共性
技术平台、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探索
应用制度创新等方面明确支持举
措。同时，保障“人工智能+”行动落
地实施，我省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
度，统筹用好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标
杆性和示范性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工
程和应用场景研发平台建设；鼓励金
融机构开发特色金融产品、量身定制
金融服务，引导天使、创投、风投等机
构加大对人工智能初创期项目和高
成长性企业的支持力度。

业内专家表示，发展人工智能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战略性任务，我省
要坚持“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
双向发力，不断优化制度环境，破解
人才瓶颈、勇闯创新“无人区”，着力
锻长板、成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
和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奋力在新赛
道上跑出加速度、抢占制高点、打造
新高地。

据《河南日报》

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我省发布顶层规划竞逐AI新赛道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
电（记者申铖 胡旭）本专科
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
名额翻倍，提高高中阶段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我国
将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
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统
筹考虑提标和扩面，让更多
学生享受资助政策调整红
利。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10 月 29 日对
外发布通知，明确了上述政
策安排。

具体来看，在高等教育
阶段，增加高校国家奖学金
名额，提高奖助学金标准。
从2024年起，将本专科生国
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每年6
万名增加到12万名，奖励标
准由每生每年 8000 元提高
到 1 万元。从 2024 年起，将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
由每年 4.5 万名增加到 9 万
名。从2024年起，将本专科
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
由每生每年 5000 元提高到
6000 元。从 2024 年秋季学
期起，将本专科生国家助学
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3300 元提高到 3700 元。从
2025 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
持标准，其中，硕士生由每生
每年 8000 元提高到 1 万元，

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万元提
高到1.2万元；各地可结合实
际，完善地方财政对所属高
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支持
政策。

在高中教育阶段，提高
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资助标
准，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国家
助学金覆盖面。从 2025 年
春季学期起，将普通高中国
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
生每年 2000 元提高到 2300
元。从2025年春季学期起，
将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
全日制三年级在校学生纳入
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中等
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平均资
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2000 元
提高到2300元。

三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
表示，本次学生资助政策调
整通过更大力度奖优助困、
更多覆盖学生群体，将更加
有效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急
需紧缺人才培养，更好保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学
习、顺利完成学业，更加有效
地促进教育公平。

据了解，本次政策调整所
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按照现行渠道和分担
方式共同承担。三部门将督
促各地统筹安排资金，及时下
达预算，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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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 徐鹏
航）国家医保局 29 日公布，今年前三季
度，职工医保个账共济金额305亿元，目前
已有18个省份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29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实现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共济地域
看，同一统筹区内共济2.31亿人次，共济金
额 275.59 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1534.5
万人次，共济金额28.98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273.18
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
人负担费用12.21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
医保等的个人缴费17.03亿元。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其
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扩大
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国家医
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将积极推动进
一步扩大共济地域范围，力争今年年底前
实现所有省份省内共济，明年加快推进跨
省共济。

今年前三季度
职工医保个账
共济金额超300亿元

10月30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和神舟十
八号航天员乘组“全家福”。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北京时
间2024年10月30日12时51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
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70后”“80
后”“90后”航天员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
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其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
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神舟十九号3名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