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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有很多可以去拥抱发展的机遇，应该大
胆地去探索、创新。”今年参加省两会，
郑胜兰结合自身经历一再强调，创业，
重在把握民生服务和自身发展。

作为省政协委员、“创女馆”创始
人，这一年来，郑胜兰积极参加履职调
研、主题交流等活动，她特别关心如何
推动妇女儿童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她的
提案当中，都离不开“妇女儿童”“家庭”

“创业”这些字眼。她希望政府能给社
会托育更加精准的支持，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带娃”服务。

以成都为例，成都有3000余个社
区，每一个社区都承载着老百姓对生活
服务、托育养老、社区厨房等的需求。
用郑胜兰的话来说，只要你愿意去探
索，去链接，或许你心里的项目就能在
社区发展和居民需求中变为现实。

创办“创女馆”
服务数以万计的女性创业者

为什么会关注“社区里的事业”？
事情还得追溯到2012年，郑胜兰刚从海
外留学回来，对于女性归国创业的思
考，还有对老百姓生活服务需要的观
察。她认为，新时代下，有着政策的扶
持、社会的关注，女性有拼闯事业的机
会，也能勇立潮头。

“我觉得女性创业是应该抱团的，
所以最开始我和同学一起，做了女性
公益沙龙等活动与培训，以社群的方
式进行。”2016年，在郑胜兰的带领下，
公益品牌“创女馆”的故事开始书写。
彼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正在掀
起，“创女馆”作为一个在街道、社区中
关注女性发展的暖心空间，立足双创
服务，聚焦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现
实难题。

据了解，“创女馆”涵盖“社会公益、
文创艺术、康养护理、农业生鲜、文体教
育、科技创新”六大类服务性项目。目
前，线下服务了数以万计的女性创业
者，通过链接，孵化400余个女性创业项
目，其中70%落地社区基层治理，帮助
160位女性在家门口就业。不止成都，

创女馆还向德阳、眉山、射洪等地30多
个街道、社区输送了200余个生活服务
项目。“创女馆”肩负起让妇女儿童权益
更有保障、人生更加出彩、生活更加幸
福的心愿使命，在创新推进妇女儿童事
业中发挥社会价值。

相信“她力量”
被列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案例

翻看郑胜兰的朋友圈，她还有着全
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四川省青
联副主席等多重身份。从出席中国妇
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走进“童
伴之家”开展志愿活动，都有着她的身
影。她曾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新时代
给了年轻人很多的发展机会，跨界活
动，在交流中成长学习，让正能量滋养
我们的心灵。”

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持之以
恒。郑胜兰坦言，推动女性创业并不简
单，她有时候也会“打退堂鼓”。她解释
道：“我本身要花很多精力去经营自己
的公司，作为女性，还有家庭要兼顾，同
时我还有一些社会职务需要去履职尽
责，这都需要找到平衡点。”

又恰恰是她身旁那些被她鼓励着

的、有创业理想的青年女性，“抱团取
暖”积极向上的精神，成为郑胜兰坚持
的动力。“我觉得自己作为妇联的一分
子，要将这份温暖和公益之心持续做下
去。”

创业没有性别之分，每个创业者都
会面临重重困难需要突破。郑胜兰相
信，女性会更有韧劲，女性的力量值得
被看见。

2017年，成都在全国率先设立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探索超大城
市治理新路。“创女馆”让女性创业者
从办公楼宇走进社区服务赛道，成为
第一批试点的社区发展治理案例。如
今，站在城乡融合大背景下，“创女馆”
有怎样的发展机遇？成为郑胜兰最迫
切关心的话题。

在基层拥抱机遇
女性在城乡融合中大有可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按照省
委“抓好两端、畅通中间”工作思路，提
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
平，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
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我们四川从来不缺好的产品，但
似乎有一种好产品卖不出、好品牌没人
知的窘境。”郑胜兰认为在城乡融合的
大背景当中，可以进行人才融合、市场
融合、供应链融合，为产品打造好供应
链、做好文创品牌升级，而女性在城乡
融合中大有可为，值得探索。

“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民生就在
身边，要用心体味和真正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担心、最闹心、最期待的问题。我
想，结合民生实事和市场需求，在基层
拥抱机遇，我们会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春
天。”郑胜兰信心满满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
月 刘雨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郑胜兰，省政协委员，公益
品牌“创女馆”创始人，全国妇联
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四川省青
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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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兰为创业者提供指导。

省政协委员、“创女馆”创始
人郑胜兰

两 会 每 日 人 物

省政协委员、“创女馆”创始人郑胜兰：

立足双创服务为社区基层治理贡献“她力量”

省两会期间，封面新闻推出的
“我AI问两会”互动产品引起广泛关
注。该产品针对两会报道数据进行
深度训练，形成适用于省两会的专业
化问答模型，确保提供高质量、精确
无误、拥有可追溯性的问答结果。目
前，互动产品参与总人次已经突破58
万。

有网友询问如何推动四川AIGC
相关产业发展？今年，省政协委员、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副主任杨
志萍带来了关于引导四川省人工智
能生产内容技术(AIGC)产业健康发
展的建议。

杨志萍说，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

AIGC与通过数据分析并运用的传统
AI技术不同，AIGC基于训练数据和生
成算法模型，自主生成代码、短文和诗
歌创作、数学和逻辑计算等内容和数
据。AIGC的生产内容不但包括文字
内容，还包括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对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大面积商业化落地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为抢占数字产业创新策源高地，
推动四川AIGC产业健康发展，杨志
萍建议，加快配套算力基础设施，引
导企业发展数据合成业务。她举例，
可以利用成渝地区在国家算力8大枢
纽节点中独有战略地位，依托国家超
算成都中心和成都智算中心“双中
心”算力基础设施先发优势，在“三州
一市”等水、风、光资源丰富地区规划
建设一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天
府数据中心集群，为AIGC提供算力

支撑。
同时，培植重点企业，加快形成

AIGC完整产业生态体系。积极对接阿
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企业，鼓励支持其
在川落地由预训练模型为基础搭建的
AIGC技术基础设施层，对研发成果及
时予以认定并进行奖补。支持人工智
能有关中小型企业利用基础层开源代
码研发垂直化、个性化、场景化、多元化
应用工具；鼓励在校大学生、技术人员
创业创新等。

“还可以建立行业组织，前瞻性布
局AIGC使用规范。”杨志萍建议，鼓励
设立AIGC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参与
制定、完善AIGC相关产品标准、规范及
使用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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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杨志萍

网友询问如何推动四川AIGC相关产业发展，省政协委员杨志萍建议：

规划建设一批基础设施为AIGC提供算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