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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都市两会期间，成都市人大
代表、成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裁罗乐在小组讨论上，提到了几组关
于东郊记忆的数字，分别是东郊记忆在
过去一年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的客流
量。“去年，我们的游客已突破900万。”
介绍情况时，他很激动。

作为全国最早的一批文创园区，东
郊记忆是成都创意和年轻的代表。今
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让更

多人感受到“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魅
力。对此，罗乐表示，东郊记忆将推出
系列活动，以更好的姿态欢迎四方游客
的到来。

如今，再度走进东郊记忆，新潮的年
轻人一定会被这里时尚、潮流的氛围所
吸引。东郊记忆吸引了众多时髦前卫的

“青春主理人”前来驻扎，其中包括
Cosplay、汉服、手办、动漫咖啡、深夜食
堂等多种元素。这些年轻元素聚集在园
区里，不仅促进了园区业态复合型发展，
更激发了城市朝气蓬勃的新活力。

在罗乐看来，东郊记忆的工业遗产
有着独特的魅力——超大型、非标准空
间的老旧工业遗址是不少文创机构、文
创场景的优先选择。如今的东郊记忆，
文商旅体在这里融合发展，位于市区的

地理位置又让它变成了城市展厅。
“每天都有几千人到‘成都墙’打卡。”

罗乐提到，2023年，东郊记忆创意活动推
陈出新，有不少科幻、时尚元素聚集。

精彩不停歇。罗乐透露，2024年，
东郊记忆将精彩纷呈：1月，“首届东郊记
忆新年音乐季”掀起开年第一波音乐热
浪。即将到来的春节，东郊记忆将推出
四川传统艺术展演、喜剧脱口秀和《你
好，苏东坡》沉浸式宋韵艺术展、三体艺
术展等，为市民游客端上艺术大餐。

与此同时，同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也是网红打卡
点。罗乐建议，可以在两个景区之间开
通直通车，让两地“双向奔赴”，为游客带
来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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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罗乐建议：

开通直通车让东郊记忆与大熊猫基地实现“双向奔赴”

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东方正火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罗乐

两会圆桌会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风口，也是打开
未来之门的钥匙。当前，以Chat GPT为
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快速发展，受
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其间，既涵盖积极
的变革，也伴随着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

“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大力培育国
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力争
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规模分别提升至900
亿元、1100亿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发展。”2024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对成都
市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这条新赛道上，成都如何加速
“跑”起来？2 月 3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4位成都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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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哪些产业优势？

人机交互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智
能医疗设备，这些高精尖产品越来越多
地走进人们的视线，让更多人感受到人
工智能带来的时代变革。在去年举行的
成都大运会上，多款“成都造”人工智能
产品亮相，备受关注。

2023年8月，成都发布了《成都市加
快大模型创新应用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4年1月发布
了《成都市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发展机遇
必须抢抓，成都有哪些产业优势？

成都市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委科
技工委副主任、成都盛世君联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琛认为，从算力基础
来看，成都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成都是
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投运超算和智
算双中心的城市，也是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在全国首
创算力券，正在推动算力向公众开放。

政策的支持是行业发展的最有利支
撑。成都市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毕昱观察到，在“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圈”领域，成都十分重视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并明确提出，到
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突破
1500亿元，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数量
达到100个以上，打造产业能级处在全
国第一梯队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主阵
地。这意味着，从顶层设计开始，成都已

有了清晰的AI“脑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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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人才聚集不足
应用场景尚在起步阶段

在参加成都市工商联组织的联合调
研时，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连锁商
业协会副会长孟刚文发现，成都市多数企
业更注重自身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企业
间合作和创新氛围欠缺。产业多以偏轻
资产的产业链为主，主要集中在软件开
发、互联网应用、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在重
资产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薄弱，
这并不利于产业的成长和生态的形成。

“以北京为例，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
术人才超4万人，占全国60%。人工智
能论文发表量居全国第一。根据科技人

才智库发布的数据，2023年北京、上海、
深圳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才聚集
排名前三，成都排名第六。这说明，在核
心技术人才的吸引和汇聚方面，成都还
稍显不足。”黄琛关注到，除人才不足，在
人工智能+新赛道方面，成都的创投也相
对不活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 11
月，中国人工智能新赛道投融资事件数
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分别为：北京、上
海、广东、浙江、江苏，分别有151起、101
起、95 起、64 起、61 起。四川只有 11
起。这说明，成都本地的创新资金在面
对新生技术的投资专业度和布局新赛道
的魄力还有待提升。

成都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党员、电子
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院长朱策敏锐地
发现，现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还是太

“窄”。“在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给教师工作和课堂带来变革，但目前AI
融入课堂仍主要局限于科学课堂。如果
各科教师都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将会带
来更多使学生耳目一新的教学方式。”

关键词：加速“跑”
成都要落实落地哪些需求？

对产业的精准培育、对企业的有力
赋能……成都正在积极推动全市人工智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跑”起来，还
有哪些需求要落实落地？

“目前成都在基础层优势明显，但还
需要进一步降低算力平台的使用门槛与
成本，以及提供非国产生态的算力支持，
依据基础层的创新发展，在功能模型层
进行创新扩散，重点打造本土优势行业
的垂直大模型。”黄琛说，发挥成都的优
势，构建成都特色AI驱动新赛道培育未
来产业的方法至关重要，建议使用循序
渐进、创新扩散、三层迭进、重点突破的
方法，用3年左右的时间布局新赛道培育
未来产业，尽快实现价值创新。同时，建
议在文化、游戏、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城
市交通等应用场景上重点投入和孵化一
批新赛道市场主体。

毕昱认为，成都在数字经济及人工
智能人才的引进、留住及相关高校资源
及专业设置上与北上广深等城市还存在
差距 。建议加快人才本地化培养，激励
领军人才进入本地高校，设计培训计划，
培养具有深度学习和大模型领域专业知
识的人才；加强对中坚骨干人才的奖补
政策，吸引国际和本土优秀人才，构建人
才吸引高地，推动人才聚集。

在人才培养上，朱策表示，应该把
“火种”放到义务教育阶段。用好本地高
等教育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校协同开展
科学思维教育，面向中小学生开放科学场
馆，在初中建设科学思维挑战课，在高中
开展大学先修课程，在大学组织高中生
科学夏令营，让科学思维的培养在基础教
育阶段有效落地，为科学英才的科学识
别和持续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平台支持。

在优势互补方面，孟刚文建议，成都
与重庆携手，进行联动优势互补，形成区
域合力。成都以智慧产业为主导，重庆以
制造业和物流业为主导，通过联动实现优
势互补、区域合力、产业链条互联互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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