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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张紫赟、程士华

“中国声谷”，这个由工信
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的产业
基地，正以“政策红利”和市场
化运营管理提供面向 AI 产业
链的全方位服务配套。“平台会
提供市场推广、金融支持等专
项服务，创业者只需要专心做
好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致
力于打造语音速写本的安徽
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虞焰兴说。

互联 网 、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加 速 与 实 体 经 济 深 度
融合。

“ 鼠 标 制 造 业 原 来 利 润
很小，融合 AI 带来巨大活力，
售价翻番。一些曾濒临倒闭
边缘的企业又火了起来。”刚
签订 1 万只语音鼠标产品合
同的冯海洪告诉记者，公司已
跟联宝达成合作合同，开发未
来笔记本电脑产品的智能交
互方案。

以智能语音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产业高速发展，2017 年上
半年对安徽工业增长贡献率攀
升至65%。

2017年9月，安徽省发布支
持中国声谷建设的专项政策，
设立 50 亿元智能语音及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了
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原始
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发展等十
大举措。11 月，“中国声谷”有
了自己的专属智库，由 30 位人
工智能领域知名机构代表、科
学家、院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成立。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在
国家战略东风和省级政策支
持下，声谷接下来 5-10 年将从
4 个方面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产
业。”祁东风说，一是放眼未
来 ，关 注 产 业 核 心 技 术 的 发
展、核心团队与项目，保证未
来不落后；二是推动技术与应
用融合，积极将人工智能技术
落地在中国声谷先行先试；三
是开放产业生态、完善产业环
境，招大引强；四是集聚更多
全球优质资源，孵化培育更多
细 分 领 域 内 的 独 角 兽 企 业 。
力争到 2020 年营业收入达到
1000亿元。

“中国声谷”奏响新时代创新旋律
“能听会写”的智能语音鼠标，可计算步数、测睡眠质量的智能穿戴手环，巴掌大的智能语音中英文翻译机，

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巡检工业机器人……走进“中国声谷”展览馆，几乎每一样展品都让人脑洞大开。
作为我国首家定位于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自成立以来，抢抓人工智能技术

和应用爆发式增长的重大机遇，以“大创客”带动“小创客”的集聚发展模式，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态体系建设，
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奏响新时代创新旋律。

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声谷”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在独创独有上下
硬功夫，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头支
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
动力。

“2016 年 实 现 产 值 327 亿
元，增长 44.1%，目前已入驻企

业包括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科
大国盾、赛为智能等 200 家。”负
责声谷运营的安徽省信息产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祁东风
介绍说。

作为“ 声 谷 ”领 军 企 业，科
大讯飞始终坚持原始创新，研发
投 入 连 续 5 年 占 销 售 收 入 的
25%。2017 年，科大讯飞刷新 8

项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比赛记录，
研发的“智医助手”以 456分的高
分通过国家临床执业医生资格
笔试评测。“在人工智能的战略
窗口期，敢于在核心技术研发上
重兵投入，是为未来更大规模地
爆发做好准备。”科大讯飞董事
长刘庆峰说。

回望来路，“中国声谷”取得

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
成果。安徽科大国盾量子通信
公司支撑“墨子号”量子卫星成
功发射；世界首条长距离量子通
信“京沪干线”及“量子科学试验
卫星”合肥总控中心全面建成并
投入使用；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深度融合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

目前，“中国声谷”形成了从
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支撑到
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智
能产业链，构建起“大创客”带动

“小创客”的AI创新生态圈。
作为“中国声谷”龙头企业之

一，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的小米手环，在4年左右时间
做到了全球智能穿戴行业市场占

有率第一。目前由华米发起成立
的智能可穿戴产业基金，第一期
规模为1亿元人民币，已投资美国
硅谷及安徽省内外的10多家运动
健身互联网应用、健康养老、芯片
设计、新材料及精密制造领域的
初创公司，其中多家落户合肥，与
华米形成可穿戴产业链互补及放
大效应。预计到 2021 年，华米科

技及其上下游产业企业产值将达
100亿元。

作 为 已 成 熟 壮 大 的“ 大 创
客”，科大讯飞则利用语音云开放
平台，为创业者们提供语音合成
与识别、语义理解、人脸识别、移
动应用分析等服务。

两年多前，安徽咪鼠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冯海洪依靠一个

PPT 讲述了自己的产品设计概
念与梦想，成功说服了“中国声
谷”的创客空间，依托科大讯飞
对外开放的语音核心技术，做了
一款智能语音鼠标。如今这款
鼠标每分钟可实现语音输入 400
字，识别率高达 98%，在计算机外
设制造业掀起了交互智能化的
新思路。

［ ］
注重原始创新 扼住技术引领关口

“大创客”带动“小创客” 构建AI创新生态圈

政策护航 提速前行

赤水：别了，贫困！
“肥鱼田中欢快游，乌鸡林下高歌唱，石斛垒上尽情舞，村貌连年变模样

……”这是贵州省赤水市扶贫攻坚以来农村生产生活巨变的生动写照。
2017年10月底，国务院扶贫办公布全国2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赤水名列

其中，赤水也成为贵州、乌蒙山区首个脱贫出列县。这座因中央红军“四渡
赤水”而闻名的“黔北边城”是如何脱贫的？干部群众怎么干的？近期，记者
深入这个革命老区县探寻它的脱贫历程。

赤水脱贫出列那天，市委书记
况顺航一个人在办公室呆坐了很
久，脱贫攻坚中的场景一幕幕在脑
海中再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
心的记忆”。

时间回拨到 2013年，地处赤水
市大瀑布 4A级景区核心区的黎明
村，村子景色优美、竹资源丰富，但
因地处深山、交通不便，全村222户
797人有 28名失学儿童、37名贫困
光棍、43 名无业游民，全村贫困发
生率达26%，被称为“穷三多”村，也
是一个典型的“富饶的贫困村”。

而经过4年多时间的精准帮扶，
这个曾经偏远贫穷的村庄如今变成

了产业多、小老板多、收入多的“富
三多”村。“通过售卖竹原料、发展乡
村旅游和特色种植业等，我们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 年的 6200 元
增加到2017年的1.4万元，36户村民
买起了小轿车，5 户贫困户娶了媳
妇，全村没有一名失学儿童，村民个
个有事做。”村支书王廷科说，去年
黎明村已彻底甩了“贫困帽”。

贫困户王正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自从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他 20
亩竹林地，一年卖竹子和竹笋增收
1 万多元，村集体主导的猕猴桃产
业和漂流项目一年分红 4500元，加
上儿子、儿媳每月在景区 4200元的

上班工资，全家四口一年有 6 万多
元收入。“幸福的感觉就像瀑布水砸
在石头上轰轰作响，平静不了。”

青山翠竹变农民持续增收的
“绿色银行”、多业并举拔除穷困之
根，黎明村仅是赤水51个贫困村绿
色脱贫的缩影。截至目前，赤水市政
府、各类市场主体累计投入388亿元
资金助推脱贫攻坚，累计减少贫困人
口 7495 户 24120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14.6%降至目前的1.95%。

赤水的真扶贫也换来民心的真
认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三方评估数据显示，赤水市群众对
扶贫的认可度高达94.67%。

“脱贫攻坚千头万绪，最应
该注意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
赤水市委副书记牟明灯深有感
触地说，脱贫攻坚首先要“脱去”
贫困户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
的“皮”。

“在扶贫攻坚前期，由于精准
识别水分较大，我们干部下去，马
上就有人上访、拦车等，为什么？
因为群众认为不公平。”面对扶贫
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赤水市用“公
开透明”回应群众的关切。

为搞清楚谁是真贫困、为什
么贫困问题，赤水将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进入权、退出权交由群众，
由邻里乡亲评议谁该当贫困户、
谁经帮扶之后该脱贫等；同时，在
广泛走访、科学评估上，又将一些
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帮扶范畴，使
其困有所济。

围绕真扶贫、扶真贫，2014 年
以来，赤水市 3000 多名干部对全
市 7 万户农户平均走访了 5 次以
上，累计将 3784 户 7580 名人员

“踢”出建档立卡数据库，并将群
众认可的 3461 户 8324 名困难群
体纳入贫困户系统。

同时，赤水市还成立 17 个问
题督察（督导）组，“以较真促认
真 ”倒 逼 镇 村 两 级 做 实 精 准 扶
贫。据赤水市督察局副局长高瑜
介绍，经督察组反复排查，2016
年以来 238 名辍学学生（含贫困
学生 55 名）落实了保学措施，62
户 201 名返贫人员重新纳入建档
立卡管理。

初冬时节，走进赤水大同镇华
平村，山间遍植的翠竹绿如涛海，
林间的柏油路畅通无阻。贫困户
杨昌华看着一车车新鲜的竹原料
装车下山，脸上挂满了笑容。“我
2014 年承包了 85 亩竹林地，一年
卖竹子和竹笋 4万多元，加上大儿
子在竹原料企业搞运输，一家 5口
人年收入超过10万元。”

“五六年前，赤水山区路少、
路差，竹子采伐利用率只有 30%
左右，因为路不通，一根可以卖
10 元的楠竹，到手的只有四五
元。”赤水市交通局副局长雷友富
说，近 3 年来，赤水市新改建和硬
化乡村路 3072 公里，全市竹资源
采伐利用率提高到 50%左右，农
民 因 交 通 改 善 人 均 节 支 增 收

1200元以上。
处处皆景的赤水，乡村旅游也

因一条路带活。“随着交通改善，赤水
乡村‘游路’不断变为‘钱路’，农民
不论是卖山货、开农家乐，只要围
着游客转总能挣到‘脱贫的钱’，目
前 9000多名贫困人口吃上了旅游
饭，人均增收 2万多元。”赤水市市
长谭海说。

据了解，赤水 2.8 万名贫困人
口依托“山上栽竹、林下养鸡、石上
种药（石斛）”的生态农业，以竹木
加工为主导的生态工业和生态旅
游业，实现了绿色发展和长效脱
贫，其中 50%的贫困人口还拥有两
个以上的脱贫产业。

“我们的特色农业、生态工业
和旅游业均发展了七八年以上，有

的甚至一二十年。长期的市场积
累，已使这些产业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市场体系。”赤水市扶贫办主任
严本涛说，以竹产业为例，赤水 10
届政府持续发展竹产业近 20 年，
发展了辐射西南地区的竹造纸、竹
地板等竹产业，赤水上万名贫困人
口每年单向企业售卖竹原料，人均
增收2870元。

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科学的
利益联结机制，决定着扶贫的质量
和农村的稳定。近年来，赤水将扶
贫资金量化为村集体和贫困户的
股份，受益村集体与企业根据各自
股比进行“第一轮分红”后，村集体
再按照贫困户 70%、村集体 30%方
式进行“第二轮分红”，兼顾各方
利益。

“政策好不好，关键靠干部去
落实，只有让吃苦干部吃香、飘浮
干部让位，才能促干部真干实干。”
赤水市监察局副局长李作龙说，
2016年以来，赤水市 2名乡镇党委
书记因扶贫攻坚不力被暂停职务，
59名干部因扶贫违规违纪问题被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 1人还被
移送司法机关。

作为曾因扶贫工作不力、被
暂停职务的赤水复兴镇党委书记
王大才，一直记得 2017年 5月 5日
的场景。“那天，在全市百余名正科
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上，我从书记降
为副书记主持工作，听到这个消息
时，大家都惊呆了，我当时真想找
个地缝钻下去。”王大才说，降职处
理后，全镇火速成立了扶贫攻坚镇
级指挥部，仅用一个月时间，改造
了574处危房。

“在危房改造最紧张时期，
连乡镇请来的施工队都说不干
了，太苦了，干部给贫困户运送
建筑材料时，马儿都摔死了 3匹。”
王大才说。

2016年，因扶贫业绩突出、被
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元厚镇党委
组织委员周生慧，扶贫攻坚期间每
晚都是 12 点以后睡觉，忙得新房
晾了一年多时间没装修。

“我妈还问我，咱老家的公
务 员 都 没 啥 事 ，你 咋 就 那 么 忙
呢。我说贵州发展快啊，有各类
项目建设、企业引进等；我们好
多单身的乡镇干部因没时间找
对象，就说‘不脱贫不脱单’，我
原来是学体育专业的，健美操、
体操、田径都练过，由于经常加
班熬夜，被查出有胃粘膜脱落、
胆炎等毛病。”周生慧说，累归

累，组织的关心关爱让扶贫干部
有奔头。

据统计，2014年以来，赤水提
拔像周生慧这样的基层扶贫一线
干部76人，其中提拔副科级37人，
正科 21 人，转重要岗位 18 人。赏
罚分明的用人导向，激发更多扶贫
干部勤奋作为。

“有人问我，赤水脱贫攻坚最
大的经验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
告诉他，是民心！只要我们帮到
了关键处、扶到了心坎上，群众
的 心 就 会 热 起 来 、手 就 会 动 起
来，这就是我们打赢这场脱贫攻
坚战的制胜法宝！”况顺航说，脱
贫攻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
远在路上，赤水将以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
领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

赤水农村新貌（2017年4月27日摄）。
“肥鱼田中欢快游，乌鸡林下高歌唱，石斛垒上尽情舞，村貌连年变模样……”这是贵州省赤水市扶贫攻坚以来

农村生产生活巨变的生动写照。

脱贫了：“幸福的感觉像瀑布水砸在石头上轰轰作响，平静不了”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刘茁卉、李平、罗羽、刘续

脱贫先“脱”扶贫不精准的“皮”

一条通村路和三大绿色产业 托起贫困群众小康梦

“让吃苦干部吃香、飘浮干部让位” 赏罚分明促干部真干实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