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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声音·科技

政协委员汪海伦认为，大连海洋

经济发展基本为依托陆域基础支撑

的近海经济，海洋经济产品、服务及

其他开发活动呈现显著浅海型特征，

对于海洋资源的立体化开发不足，海

底、海床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和利

用，对于远洋资源的开发和占有率不

足。他建议，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海洋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优

化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海洋船

舶工业。保持大型船舶设计总装能

力的国内领先水平,持续拓展高技术

船舶产业链,大力发展配套产业。滨

海旅游业，整合腹地、滨海、海洋资

源,拓展低空、海平面与海底空间。

海洋渔业。延长水产品加工产业

链。海洋交通运输业。以国内外航

运市场为导向,构建现代化海洋交通

运输体系。同时，培育壮大战略性新

兴海洋产业。推进发展海洋新能源

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以及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在现代海洋服务业

方面，大力发展港航服务业、海洋金

融服务业及海洋文化产业。

汪海伦建议加强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加强

产业链内部衔接，促进创新链高效运

转，提升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比。还要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

果高效转化。推动海洋产业关键核

心环节技术攻关，完善海洋科技创新

平台和载体，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在数字时代，更要加强数字经

济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数字赋能。加

快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及

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的应用,推动传统

海洋产业数字化升级。开发建设智

能海洋牧场、智能船舶、智慧港口等

应用平台,发展新型智慧海洋产业。

加强海洋数字化产业链建设。提高

大连海洋产业数字化的整体水平和

竞争力。建立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

条。围绕海洋关键领域的数字化技

术研发、数字化产品设计、数字化制

造、数字化服务等，建立完整的海洋

数字化产业链条，提升大连海洋产业

数字化的水平。

◎家校社协同应对校园霸凌

政协委员李丹关注到了校园霸凌

问题，为了有效应对校园霸凌现象，建

议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全方

位、多层次地开展预防和治理工作。从

家庭层面，应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孩子家长

一定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从学校

层面，应制定详细的校园霸凌事件处理

流程和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霸凌事件，

要迅速启动处理程序。对霸凌者要进

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相应的惩罚，如警

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同时要为被霸凌

者提供心理辅导和保护措施，帮助他们

恢复身心健康。从社会层面，应建立专

门的校园霸凌救助机构，为被霸凌者及

其家庭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服

务。

◎推动AI的多场景应用

政协委员王长庆在提案中探讨大连市AI

智能利用的现状、潜力、挑战及实施路径，以

期为实现大连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

王长庆建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AI

领域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多层次、多类型

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

作，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AI人

才；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加强数据

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打击数据泄露、滥用等违

法行为。推动AI技术与区块链、密码学等技术

的融合应用，提高数据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水平；

推动关键技术突破与应用示范。聚焦AI领域

的关键技术瓶颈，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突破

和创新。建立AI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库，选择具

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项目进行重点支持，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AI技术应用案例；深

化智慧城市建设和民生服务。将AI技术广泛

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和民生服务领域，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和民生服务质量。例如，利用AI技

术优化城市交通管理、环境监测、公共安全等领

域的治理体系；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推广

AI技术应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深耕海洋经济
助力海洋强市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安文元

大连，这座因海而生、因海而兴

的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和

坚实的海洋产业基础。如何深耕海

洋经济、助力海洋强市，在本次政协

会议上，政协委员汪海伦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如何利用AI推动城市发展？

委员声音·教育
人工智能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

科学教育如何开展
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安文元

教育工作一直是全社会高度

关注的内容，在 1 月 7 日开幕的市

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

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积极

建言献策，旨在推动我市教育工作

注入新的活力与期待。

◎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

驱动力，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

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各地的

部分中小学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

色，积极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探索

和实践。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入选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基地

校。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

机器人设计大赛城市选拔赛（大连

站）暨大连市首届机器人锦标赛在

大连举行。

政协委员张绍虹建议，教育部

门应组织专家制定详细的中小学

人工智能课程大纲，明确各年级的

教学目标和内容，建立课程模块体

系，如基础知识模块、编程实践模

块、应用案例模块等，确保课程的

连贯性和系统性。另外，还应该，

加强师资建设，丰富教学资源，并

增加实践机会。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记者卢真珍

随着科技的飞

速发展，人工智能

（AI）技术已经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和产

业 升 级 的 重 要 力

量。在市政协十四

届四次会议上，政

协委员将目光聚焦

在AI上。大连作为

东北亚的重要港口

城市，如何借助 AI

技术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促进产业升

级、增强经济竞争

力？如何在智慧港

口、智能物流、智能

制造和海洋经济等

领域，打造垂直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

抢占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先机？政协

委员为AI发展献计

献策。

◎打造大连优势行业垂直应用

政协委员钱国强调查发现，尽管大连在数

据处理、软件外包和智能制造等领域拥有一定

基础，但人工智能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钱国强建议：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打造

优势行业垂直应用。支持本地制造业企业引

入人工智能技术，重点扶持传统装备制造、化

工和精密仪器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在海洋环境

监测、智慧渔业等领域探索AI技术应用，形成

特色鲜明的AI产业链；部署算力与构建区域

算力合作机制。大连市应充分利用算力网络

协作，在本地部署高性能计算中心和边缘算力

节点，满足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计算需求。

同时加强算力网络协作与内地算力资源领先

城市建立算力网络合作机制，在区域算力网络

中占据一席之地；建立开放数据平台与数据交

易机制。政府应主导建设开放数据平台，整合

交通、物流、环境、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数据资

源，为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数据支

持；激发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通过举办人工智

能开发竞赛，围绕智慧城市、产业升级等具体

问题，向全国乃至国际公司“揭榜”，征集创新

性解决方案；打造标杆场景与示范项目。推动

人工智能在交通管理、城市规划、公共安全、医

疗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形成智慧城市建设的典

型案例。

◎应重视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

政协委员周鹏则把目光聚焦在了学

生的体育与心理健康方面。他认为，规

律的体育锻炼还能增强自信心、社交能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抗

挫折能力和积极人格特质具有重要作

用。建议切实落实“学生校内每天一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相关要求，确保不以任

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校园

体育活动，同时，加强体育教师培训，并

结合心理健康教育，设计有针对性的体

育活动，如团队拓展、校内、校际间比赛

等。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在运动中

释放压力，还能提升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也会增强集体荣誉

感、互帮互助。

◎“以劳健心”让孩子养成劳动习惯

政协委员冀隆炜建议，学校应重视

孩子的劳动习惯培养。在中学阶段，既

要坚持卫生打扫等劳动活动，还要结合

学校的地理和校园环境，因地制宜增加

劳动场景，并将体力劳动实践日常化、定

期化，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的劳动中调

节疏导不良情绪、增强心理韧性、增强社

会适应能力。并且应建设更多的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切实增加中学生劳动技能

和职业认知。

委员声音·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