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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交通运行效率更高

在安徽省 G4211 宁芜高速皖苏界至芜湖
枢纽段，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与
传统的高速公路不同，这条高速从规划设计开
始就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由安徽省交控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交控信息产业公司、
安徽交控工程集团，进行数字公路和实体公路
的同步建设。

“作为安徽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路段
结合新兴技术构建数字孪生平台底层模型，能
实时采集车辆动态、气象等多维交通动态信息
数据，从而支撑高速精细化管控业务应用。”安

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数智化事业部负
责人介绍，数字孪生技术可以让宁芜智慧高速
建成后平均通行效率更高，全流程应急处置效
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将有效降低因恶劣天气封
路时长。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演进
和应用带来了更高效智能的交通解决方案。
在这个领域，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连接真实交
通系统和虚拟数字模型，正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

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公路数字化
转型 加快智慧公路建设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27年，公路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进展，构建
公路设计、施工、养护、运营等“一套模型、一套
数据”，基本实现全生命期数字化。到 2035
年，全面实现公路数字化转型，建成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实体公路和数字孪生公
路两个体系，为构建现代化公路基础设施体
系、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支撑。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不
久的将来，高度数字化的公路网络将成为中国
新发展格局中的一条条黄金通道，万亿级别的
公路数字经济产业将蓬勃涌现，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注入交通新动能。

城市规划“可管、可控、可视”

数字孪生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给
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管理等带来了新思路。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完善
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因地
制宜构建数字孪生城市。中国在数字孪生城
市方面开展了诸多探索和实践。

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一座崭新
的智慧园区正拔地而起。这座由科大讯飞集
团承建的智慧园区，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通

过对相关时空数据的建模，构建科技城的信
息模型，为各类应用系统提供支撑。“基于人
工智能算法，结合数字孪生底座，实现从单一
部门数据到科技城全维度发展规划大数据的
升级和跨越，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将科技城
2020年至2035年各阶段的发展与规划展现在
数字孪生的底座中。”科大讯飞相关负责人
说，“通过各类规划数据，结合精准建模，数字
化创新手段可实现城市发展规划的‘可管、可
控、可视’。”

江苏苏州实现了古建筑全方位、高精度
现状信息的留存，为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提
供支撑；河北雄安新区将数字城市与现实城
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目前，中国数字孪
生城市建设已驶入“快车道”。专家认为，建
设一个与有形城市对应的数字孪生城市，既
能使城市管理者更加高效地管理城市，也能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把母亲河“装”进计算机

在 2023 年黄河防洪调度演练现场，一条
“云黄河”奔涌在全景式数字孪生平台上，直
观反映极端天气下的险情分布情况。洪水演
进、滩区灾情损失等场景一目了然，提升防汛
效率。这条“云黄河”就是数字孪生黄河建设
的成果应用。

“简单来说，数字孪生黄河是把母亲河
‘装’进计算机。通过类似全景建模的智能
手段，构建拟真的数字化场景，承载并运行
实际治河业务，支撑黄河治理科学决策。”黄
河实验室数字孪生团队信息工程中心副主
任吴丹说。

202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发《数字孪生
黄河建设规划（2022—2025）》，提出“十四五”
期间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
能的数字孪生黄河。吴丹介绍，数字孪生黄
河建设是对流域实施智能化治理的重要支
撑，将全面提升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

数字孪生技术不仅为黄河装上了“智慧
大脑”，还为浙江的环境保护提供了技术支
持。今年5月，浙江丽水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
片区海拔近 1800 米的高山湿地中，一对棕褐
色羽毛、橙黄色脚掌的斑嘴鸭在草丛间的水
域里散步觅食的一幕被野外摄像头拍摄下
来，并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和数字孪生应用平
台，将时间、地点以及气象水文信息，一并传回
了系统。

“这是自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在高海拔
地区监测到斑嘴鸭，为专家研究其迁徙规律、
生活习性，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百山祖
国家公园龙泉保护中心工程师叶立新说。

专家认为，数字孪生技术在生态保护领域
的应用前景广阔，不仅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工
具来研究和保护自然环境，还能够帮助政府部
门和相关企业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平衡。

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智能化方向加速发展

数字孪生，拓展产业新空间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如今，数字孪生技术

正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各

领域的关注焦点。它不仅

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

者的新宠，还在制造、医

疗、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据介

绍，数字孪生是对实际事

物的数字化复制和模拟，

为人们提供连接现实与虚

拟世界的纽带。从方兴未

艾的数字交通，到蓬勃发

展的智慧城市，再到日趋

重要的环境保护，数字孪

生技术正在赋能千行百

业，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智

能化方向加速发展。

参展工作人员在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2023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介绍腾讯云数字孪生工厂。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信息内容乱象时有发生

生活服务类平台，连接的是人与服务，其主要
功能包括提供出行旅游、配送、家政、租房买房、子
女教育等服务。谈到生活服务类平台，许多网友
用“方便”“快捷”等词来形容。“一键下单，送菜到
家。”北京的刘森说，生活服务类平台的发展让生
活更便捷舒适，足不出户就能买菜、买药。

生活服务类平台已深度融入中国百姓的日常
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第5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
年 6月，网约车、在线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较去年
12月分别增长3492万人、3091万人，增长率分别为
8%、7.3%，成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两类应用。

与此同时，生活服务类平台中存在的乱象也
值得警惕。部分平台内容审核把关能力不够强，
在流量和利益推动下产生了一些信息内容问题。
比如，不少人到陌生城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前，会
通过生活服务类平台上的店铺评价和信誉评分进
行筛选。然而，部分“刷单炒信”正让消费者依赖
的一些渠道变得不那么可靠。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曝光了多起在生活服
务类平台上组织人员进行“刷单炒信”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据了解，当事人根据平台入驻商家打造
所谓“网红店”的需求，招募大量平台“大V”到店付
费用餐。“大 V”在用餐后，编造好评“作业”发布并
予以高分点评。当事人对“大V”的“作业”审核后，
将餐费予以返还。当事人通过此类方式在平台内
提高了相关商家的星级并大量增加优质评价，通
过内容和流量双重造假，帮助商家欺骗误导相关
用户。

除了通过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部分生活服
务类平台中的不良信息也要引起注意。比如有的

平台商家以休闲娱乐、陪玩交友、旅游搭子、上门
按摩等名义，发布低俗图文、视频信息，诱导网友
私聊并推介线下色情服务。有的电商平台店铺及
个人账号通过黑话暗语、谐音词、伪装成正常商品
等形式，发布色情低俗动漫、视频、小说、游戏以及
其他违法违规商品信息。还有平台借“皇历”“星
座”等名义宣扬“命理风水”“运势皇历”等迷信内
容，提供塔罗、年运婚运、灵签占卜等付费算命问
答服务。

维护网民切身利益

专家认为，生活服务类平台一头连着商家，一
头连着消费者，加强此类平台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维护网民切身利益的具体
行动，也是推动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相
关部门应加大整治力度，提升治理效能。

据了解，“清朗·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整
治”专项行动聚焦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为线下违法
活动引流、搜索环节呈现违法信息、发布违规营销
信息、组织操纵刷分控评、推荐低俗不良信息、传

播网络迷信信息、散布炫富拜金和暴饮暴食等不
良导向信息等。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抓重点平台，
针对团购评价、婚恋交友、搜索引擎、影视点评、天
气日历、旅游出行、网络购物、地图导航、本地生
活、运动健康、实用工具等生活服务类平台，压实
主体责任，规范信息内容发布；要抓重点环节，紧
盯跟帖评论、信息流推荐、直播、短视频、榜单弹
窗、高风险产品等，排查风险漏洞，补齐短板弱项。

整治生活服务平台信息内容乱象不是单一环
节，今年有关部门还围绕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制约治
理成效的难点，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工作，包括整
治“自媒体”乱象、打击网络水军操纵信息内容、规
范重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序、优化营商网络环
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
境、整治网络戾气等。

业内人士认为，每一次整治行动瞄准的都是
人们反映强烈的现实难题，打击的是网络乱象中
的深层次矛盾。净网绝非一朝一夕，清朗靠的也
不是一招一式。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必须一
抓到底、标本兼治。

让生活服务类平台更清朗
海外网 武慧敏

中国生活服务类平台发展

迅速，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

为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便

利。为加强生活服务类平台信

息内容生态治理，中央网信办近

日部署开展“清朗·生活服务类

平台信息内容整治”专项行动。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阳娜）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正式发
布的《人工智能算力券实施方案

（2023-2025年）》明确，企业与智能
算力供给方签订智能算力服务合同
后，可申领算力券。北京将通过发
放算力券，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
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落地，加快培
育产业生态。

根据实施方案，北京支持软件
信息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在工
业、政务服务、医疗、金融、教育、法
务、交通、文旅、科学研究、城市管理
等领域进行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训
练和应用。北京市经信局将为企业
提供算力券补贴支持，努力帮助企
业降低智能算力使用成本，全力支
持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
索和落地实践。企业单次申领算力
券金额最高不超过智能算力合同额
的 20%，同一企业每个自然年度累
计申领和兑付算力券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

与此同时，为缓解制约大模型
发展的算力难题，北京正加快编制
全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进一

步加快推进公共算力中心建设，完
善算力供给体系；积极引导老旧小
散数据中心向公共智能算力平台转
型升级；统筹区域算力资源，与河
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签署合作协议，
鼓励企业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建设
服务于北京市场的智算中心。

北京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
型发展高地，大模型企业呈现出总
量大、增速快、聚焦场景落地等特
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市已
有百余家大模型企业，占全国总数
的一半左右。“北京各领域企业结合
自身产业资源优势，进行行业人工
智能大模型训练和应用，积极在工
业、政务服务、医疗、金融、交通等垂
直领域开展广泛探索，已初见成
效。”北京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北京市大模型企业数量快速增
长，智能算力资源需求旺盛。该负
责人还表示，接下来还将在高质量
数据资源供给、垂直行业场景开放
等方面出台相应支持措施，为大模
型落地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形成
更多行业大模型典型标杆应用，促
进大模型赋能各行业数智化转型。

北京将发放人工智能算力券北京将发放人工智能算力券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推进纺织印染业转型升级工程，引导企业应
用环保设备和先进工艺，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图为浙江鸿大印染集团
有限公司员工操作国内自主研发的数码打印机打印花样。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