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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购物，还能订服务

“以前我和朋友想去游乐园，会先搜索游
玩攻略，再看要不要买票。”北京市朝阳区的邱
女士说，现在通过看“探店”直播，可以很直观
地了解游乐园的各个项目，观看时直播界面会
弹出门票购买链接，一键下单，方便快捷。

“互联网让生活更方便了，不仅可以买商
品，还能订服务。”家住福建省厦门市的陈女士
说，“家里会遇到各种闹心事，比如水管、灯具、
电器坏了，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时各式
各样的网上服务派上大用场。我下载了电器
维修、上门洗车、下单洗衣、请小时工等服务类
APP，还挺实用的。”

如今，旅游预订、休闲娱乐、家电维修、家
政服务、健康管理、汽车保养等领域加快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了线上
预订购买、线下享受服务的方式。“互联网+”
激发服务业新动能，深度连接商家与消费者，
各类在线服务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消
费热点。例如，想在家健身，可以购买“云健
身”服务，请健身教练线上授课、指导等。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
深，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向纵深、细化
的方向发展，应用场景不断增多，细分领域服
务行业数字化转型正是表现之一。”中央财经
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史宇鹏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数字化转型对服务行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服务行业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促成市场交易。数字技术能
够为商家搭建线上展示平台，根据消费者的需
求提供个性化、多样性、定制化服务，也让消费
者更好地了解商家，挑选更适合自己的产品。

线上产品丰富，销量明显增加

与需求端的消费趋势相适应，供给端积极
应变，创新经营模式、优化产品服务、丰富消费
形态。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铁树斜街一座四合
院内的“93 号院非遗工作坊”，就是“积极触
网”的典型代表。这所非遗工作坊地处胡同深
处，想获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坊
2014年正式开张，但品牌化步伐较慢，始终没
能走到更多消费者面前。”运营负责人说，为了

拓宽销路，工作坊在本地生活平台上线了多项
非遗体验套餐，更精准地对接到客源。目前，
非遗工作坊在美团上已积累300多条评论，口
碑和人气逐渐积攒起来。“工作坊大门一点都
不起眼，里面却别有洞天，像个迷你的非遗博
物馆，我成功制作了泥胎粉彩的兔儿爷。”下单
体验非遗项目的网友说。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市主动搜索
非遗 DIY（自己动手制作）相关关键词的客流
提升了 131%，其中 45.5%为 20 至 30 岁的年轻
消费者。除了非遗文化类的国潮体验，健康养

生、艺术展览、户外运动也是线上服务消费的
新热点，7 月北京服务零售订单增长率为
28.1%，平台上正涌现出大量服务零售新业态。

以“吃喝玩乐游购娱”为代表的线上服务
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在浙江桐乡，乌
镇通过直播展现汉服秀、皮影戏、花鼓戏等特
色活动，同时售卖景区相关产品，如门票、船
票、住宿等，还以套票串联游、住、玩等多种消
费场景；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在生活
服务平台上线20多款旅游产品，包含“海岛生
存日记”“寻找珊瑚合伙人”等亲子研学特色
产品；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探索夜场旅游新模
式，推出“梦幻西游季·夜游动物园”活动，主
播在夜间活动开始后带领大众沉浸式游玩，
通过直播形式进行售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目前，服务消费发展与数字经济迅速崛
起交汇，加速了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丰富了
服务消费场景，改善了服务消费体验，促进服
务供给与消费需求更有效匹配。”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说。

进一步提升产品吸引力

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恢复
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增强供给结构对需
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拓展消费新空间，
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消费体验，以高质量供
给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营造便利消费、
放心消费环境，不断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
度、满意度。鼓励数字技术企业搭建面向生
活服务的数字化平台，推进数字生活智能化，
打造数字消费业态、智能化沉浸式服务体验。

“新技术应用是线上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的重要驱动因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服务业
深度融合，使服务消费市场增长潜力加速释
放。”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表示。

专家认为，政府搭台、市场唱戏、供需两
头旺，促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互
联网创新与数字化普及，为细分领域服务行
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机遇。提升数字化
能力，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层次的线上产
品成为服务业未来方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瑾
建议，有关部门可鼓励不同细分领域的服务
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服务消费的应
用场景，以提升消费者体验，助力服务消费深
刻变革。

“服务产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服
务业的数字化转型要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设计
特色鲜明的服务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
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史宇鹏认为，受限于
人才、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一些服务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有关方面可以加强对
服务型中小企业的引导和扶持，让企业充分享
受数字红利。

搜寻信息、在线预订、支付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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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太阳米基地，主播正直播介绍当地美景，并推荐民宿、餐厅等旅游相关产品。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观） 近
日，全国统一新电子税务局在四川
省率先全面上线。全国统一新电
子税务局在目前各地运行的电子
税务局基础上，坚持以纳税人为中
心，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线上
线下业务、整合实体虚拟资源，进
一步推动服务更智能、办税更高
效、监管更精准，更好促进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

据了解，四川作为全国统一新
电子税务局的第一个试点省份，自
2022 年底开始试点运行，通过不
断优化完善功能、升级迭代系统，
并有序扩围推进，于近日实现全省
所有纳税人全覆盖。下一步，国家

税务总局将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
新电子税务局在各省上线为重要
抓手，进一步强化税费服务效能、
提高办税缴费效率、增进税费政策
落实效果。

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军表示，税务系统认真落实中
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
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着力推进
全国统一新电子税务局上线扩围，
将以数字化、智能化和场景化为显
著标志，更好顺应广大纳税人期
盼，更好满足各类个性化办税需
求，更好促进税收服务智能化升
级，为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税收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统一新电子税务局在四川上线

重庆图书馆通过引入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AI等先进技术，打
造“重图映像”“智慧小图”“百变化身”“数字藏品”“智能云游”“VR
阅读”“大咖讲书”“智慧书架”“开放式无感智慧借阅系统”等智慧数
字图书馆服务场景，为读者提供可视化、场景化、沉浸式、互动式的阅
读新体验。目前，该馆共有电子书160万余种，有声音频40万小时。
图为小朋友在重庆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机上看数字图书。

孙凯芳摄（人民图片）

学生“粉丝”多

深圳市福田区梅丽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一位
“特殊”的老师，圆圆的脑袋、粉色的耳朵、呆萌的形
象……这位 AI 全科教师在孩子们中“圈粉无数”。
在这场由华南师范大学联合梅丽小学举行的“AI与
真人教师‘同课异构’教学观摩活动”现场，“AI教师”
以其灵活的动作和俏皮的语言“点燃”课堂，赢得孩
子们的注意力。它可以与学生对话，实时反馈随堂
练习中的难点、要点。更酷的是，这位“AI教师”还能
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引导式讲解。

“它能随时和我互动，好有趣”“它看起来很可
爱”“我问的问题它讲得很清楚”……学生们对这位

“AI教师”不乏赞美。梅丽小学校长黄广旭表示，教
育需要大胆拥抱最新的的信息技术，让 AI 赋能教
育，让 AI 走进未来课堂，这是必然的趋势。未来教
育将在人机互动中提升课堂质量和效率，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AI教师”“虚拟教师”
等逐渐成为现实，正逐步探索如何成为教师的合作
伙伴，全面赋能教育行业。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学院院长黄甫全教授表示，推广“AI 教师”进课堂，
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创新教学方式，与传统课堂
有效融合，实现课堂效益的提高。

名师课不花钱

除了“AI教师”，“云课堂”是科技赋能教育的又
一缩影。通过一根根网线，透过一块块屏幕，广大师
生登录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就能浏览使用
上面的海量优质教育资源。

“在‘云课堂’上课，可以反复多次听”“在家就
能看到北京、上海特级教师上的课，真是太棒了！”

“不花钱的名师课，真是太香了！”听课的学生们纷
纷“点赞”。

上线 1 年多以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面向52.9万所学校、1844万教师、2.91亿学生和广大
社会学习者，汇聚中小学教学资源 4.4万条、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1295 个、高等教育优质慕课 2.7
万门，提供优质政务服务26项。访客量超过11亿人
次，用户覆盖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课堂”教
学模式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数字化建设注入更多活
力，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研究员徐晓
明认为，教育数字化可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逐步缩小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城乡差距，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

教学辅导更精准

如何基于大数据提升教学的效率和精准性是智
慧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多
地学校开始应用大数据精准教学平台，进行网络阅
卷，随后系统自动生成分析报告，既可以看出学生的
共性错误，也能找准学生个体的问题。

合肥七中数学老师王世鹏表示，根据平台生成
的报告，他在讲评时会选择高频错误点和得分率较
低试题，进行课堂集中讲评。对于正确率在 70%左
右的题，会让答错的学生来进行分析，师生共同帮助
其反思错误原因。而对于个别学生出错的试题，他
会利用课堂间隙，走到对应学生身边，进行点对点答
疑与指导，让个性化辅导落到实地。“基于这些数据
分析，可以实现讲评试卷的精准化。”王老师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中国智慧教
育蓝皮书（2022）》报告显示，中国智慧教育基础设施
设备环境基本建成，中国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已
接近100%；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超过86%
的教师数字素养达到合格及以上水平。

如今，科技对教育发展的推动越发明显，新科技
在教育领域的有效应用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下
探索教育变革的重要路径。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将
推动技术与教育更深层次的融合。一方面，要以智
能技术助推教育空间数字化，构建数字化教育基础
环境，打破空间和时间界限，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助力
教学学习、考试、评价、管理等多个教育场景，改变传
统教育场景形态；另一方面，要以智能技术助力教学
过程数字化，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

科技助力，趣味十足，覆盖面广

智慧课堂迎来 AI 老师
海外网 武慧敏

“人机共教”让课堂“科技

范儿”十足，远程就能观看各地

名师课程，大数据为课堂提质

增效……科技带来新动能，推

动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变革。

在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下，

智慧课堂趣味十足。

观众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HICOOL 2023全球创业者峰会上体验“AI智慧体育课堂”。
杜建坡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