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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热线：2小时接了15个电话

物业问题、保交楼等是热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

员/黎丹） 6 月 19 日上午，石峰区委副书记、区长

石慧彬做客 12345 热线接线大厅，2 个小时接听了

15 个电话。来电主要关注物业管理、小区配套教

育、保交楼等问题。

违停车辆占用小区公共通道、物业公司私设

道闸、小区卫生环境差……石慧彬接线当天，反映

物业管理类问题的投诉最多。集中在物业管理不

到位，小区配套不齐备等方面。石慧彬认真记录

市民反映的问题，根据投诉内容交办石峰区物业

服务指导中心、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

他要求相关责任部门尽快安排人员到现场调查，

与投诉人面对面核实情况，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依法依规处置。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

位牵头，组织社区、小区物业、业主代表召开协调

会议，共同研究问题解决方案，切实解决群众诉

求。

房地产教育配套问题一直是购房者最关心的

问题之一，周女士想在石峰区购买二手房，咨询购

买二手房后能否使用其配套学位指标。

石慧彬回复，含学位的商品房户口迁走、学位

仍被占用的情况偶有发生，购买二手商品房之前

需弄清楚该房学位是否已被占用，如果已占用，则

使用该学位将受到一定限制。他建议周女士核实

清楚原房主学位使用情况再购买。

保交楼问题也是市民咨询的热点问题。石峰

区清水塘绿地海外滩项目、田心车城景苑小区项

目业主咨询楼盘何时复工、保交楼款项何时到位。

石慧彬对于业主们想尽快入住新房的期望深

表理解，他介绍，石峰区政府定期召开调度会议，

要求保教楼专班督促开发商加紧办理资产抵押手

续，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推动辖区内各楼盘尽快复

工。据了解，我市近期发布的“2024 年株洲市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中，解决房地产保交楼项目被列入

株洲十大重点民生实事，为全市保交楼工作按下

“加速键”。

热线接听结束后，石慧彬组织召开现场交办

会，他要求全区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对待 12345 热线

交办事件，加强过程管理，坚持目标导向，用心、用

情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6 月

20 日上午，石峰区响石岭街道白石港社区的白

石港老河街处，风光带游道和居民区部分道路

被水淹没，有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在通往老河

街的路口处值守。

“水不停往上涨，警戒线跟着多次往后方

移。”白石港社区党总支书记、网格长周平介绍，

19日下午 3时左右，江水上涨淹没到江边休闲广

场区域。社区全体网格员迅速行动起来，联合

志愿者在相关路段拉起警戒线；在路口处进行

值守，劝导行人和车辆。

夜间，仍有网格员和志愿者值守在各个路

口，并对河堤安全情况、水位上涨情况及老河街

区域的危房情况进行检查。通往老河街的主路

是条下坡路，靠江边的路段已被水淹没，为防止

车辆误入被水淹没区域，有网格员在距离被水

淹没区域约 10 米远处，将私家车停在道路中间，

阻止车辆通行。

20 日早上，值守人员收到了“洪峰过境”的

消息，但值守工作仍在继续，等待洪水消退。

一户8人，递进式气象服务及时叫应

醴陵成功避险
一起地质灾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通讯员/胡
毓灵） 一户 8 人！6 月 17 日，一场强降雨让醴陵市

枫林镇王改平家遭遇山体滑坡，所幸有市气象局

“631”递进式气象服务，得以成功避险。

什么是“631”递进式气象服务？让我们不妨先

把目光投向醴陵市枫林镇。暴雨发生当天，雷电、

强风、暴雨的接踵而至。6月 17日 2时 38分，株洲市

气象台发布醴陵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在 5 个小

时进行预警信号“三连跳”，直至升级至最高暴雨红

色预警信号。随即，醴陵市临灾预警、靶向信息、叫

应服务随即铺开，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Ⅳ
级应急响应。随着降水持续，至 6 月 17 日 8 时左右，

醴陵市枫林镇雨势较大，最大小时雨强达 63.5 毫

米，株洲市气象台再次发出预警信号及叫应。

“逐级‘叫应’醴陵市枫林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

全乡各村。”醴陵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

收到气象预警及电话“叫应”后，立即部署地质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6 月 17 日 8 时 20 分，醴陵市枫林镇村镇巡逻小

组，在巡查排查时，发现王改平家切坡建房周边山

体的土质疏松并伴有开裂，降雨还在持续，随时存

在塌方风险，当即决定组织人员对 8 名群众进行转

移。半个小时后，周边山体崩塌，好在转移及时，避

免了人员伤亡。

“如果没有气象预警和叫应，后果不堪设想。”

王改平说。

“‘631’递进式气象服务, 突出强化递进式气象

服务末端临灾阶段防范应对关键环节，重点针对基

层防灾减灾需求，提供 6小时滚动预报、3小时预警、

1小时‘叫应’。”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气象台统计，6 月 15 日至 19 日，株洲进入降

雨集中期，强降水频繁。此期间，全市普降暴雨到

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100.3 毫米。在此之前，市气象

局共发布预警信号 45次，发布《气象专题报告》2期，

《气象信息快报》8 期，递进式预警服务已全面融入

株洲防汛抗灾应急响应工作流程，构筑起多维立体

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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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街被淹，
志愿者连夜值守

值守人员在路口处拉起警戒线。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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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出镜教大家如何用 AI 做

作业图片。

用起来很方便，常用又怕没有创新

我们该怎样与“AI老师”和谐共生？
AI助手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孩子做作业，帮大人设

计图案，甚至提供健康建议，高效又方便，赢得了不少点赞。

但这些智能小帮手，真的总是那么靠谱吗？它们偶尔的失误

也让人心里打鼓。今天，咱们聊聊 AI 在我们生活里的角色，

还有，将来怎么和这些聪明的“伙伴”好好相处。

AI 的 发 展 是 不 可 逆 转

的趋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引导和利用这一技术，确保

它成为人类的助手而非对

手。正如孟教授所说，终身

学习、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

是人类在 AI 时代保持独特

价值的关键。

记者的话

省心
AI的多面手角色

走进市民赵先生的家中，他的女儿正坐在书桌前，

手里拿着平板电脑，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屏幕上，一个

名为“豆包”的 AI 应用正在以动画形式，引导她解决一

道数学问题。赵先生站在一旁，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

容。

“以前辅导孩子数学，我们夫妻真是头疼。现在有

了 AI 家教，省心多了。”赵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女儿小

一也兴奋地插话：“我喜欢和 AI 老师一起学习，它们会

和我玩成语接龙，还会出数学题让我解答。”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小一使用 AI 家教的过程。当遇

到难题时，小一会向“豆包”提问，AI 应用会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逐步引导她找到解题思路。赵先生表示，自从

使用了 AI 家教，他不太为孩子学习操心了。“可以在手

机上安装多种 AI 应用，根据孩子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教

学内容。”赵先生说，下载的应用不仅能教数学，还能教

授生物、语文、地理等，极大地丰富了孩子的学习内容。

为孩子的幼儿园活动设计 LOGO、给自己的自媒体

文章创作小插画、为公司述职制作 PPT……如今，当人

们在工作生活间隙遇到这些问题，只需要“动动嘴”，AI

助理就能帮你完成。

昨日，市民刘女士就使用 AI 助理为即将到来的工

作聚会设计邀请函。她把想法输入了“文心一言”平

台，没过多久，一个设计精美、风格独特的邀请函就呈

现在了她的电脑上。刘女士对记者说：“以前设计这些

东西，我得花很多时间自己琢磨，现在有了 AI 助理，我

只要动动手，它就能帮我搞定。”她展示了 AI 助理为他

设计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家庭相册、节日贺卡和个人博

客的插图。

担心
AI的准确性问题

尽管 AI 在提升生活便利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它们的准确性问题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教育、医

疗咨询、日常生活助手等场景中，AI 助手的失误有时会

带来不便，甚至误导用户。

王先生就试图利用 AI 助手帮助儿子解决一道“求

两个数 6901 和 5459 的最大公约数”的数学题，但五个不

同的 AI 助手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且都是错误的。王

先生对记者说：“我本以为 AI 助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

题，但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这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AI

助手在教育辅导中的作用。

AI行业资深从业者透露，数学题目的复杂性和对逻

辑推理的高要求是 AI 助手难以准确回答的主要原因。

AI大模型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需要更高级的算法和更精

细的训练。

在 AI 渗透各行各业时，“AI+作业”也无缝连接到了

一些中小学生的学习中。尤其是文科作业，“扔给 AI 再

借鉴一下”正成为众多中小学生的“作业偷懒操作”。

“这些学生平时写作能力很强，但一到考试就写不

出好文章。”我市一位初中班主任田灿（化名）说，学生们

每周都要提交一篇周记或随笔，有的学生作业写得非常

好，在考试中的水平却大相径庭。后来，田灿了解到，学

生实际上是利用 AI来完成作业的。

声音
提升效率还是培养依赖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 已成为热门话

题，株洲市民们对此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市民认为，AI 是代化的体现，它能够人们更高

效地学习，尤其是在语言学习和编程等领域。市民张女

士表示：“我的孩子在使用 AI 学习工具后，明显感觉到

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高效。AI 能够根据孩子的学习进

度调整教学内容，这是传统教学难以做到的。”

AI 本质上依然是辅助性工具手段，二孩妈妈廖娟

说，对查资料、做学习诊断都非常方便。所以，她认为应

该鼓励家长使用 AI技术。

也有市民对 AI 助力持保留态度。市民王先生称，

周末徒步时，他好奇地拍下了路边一种不知名的果子，

并用 OpenAI 的 GPT-4o 大模型识别。他满怀激动地将

AI给出的识别结果分享到朋友圈，却没想到被学园林的

同学指出了错误。

一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担心，AI代写作业的现象可

能会助长学生的懒惰，影响他们的诚信。市民李先生表

达了他的担忧：“我担心孩子们会过分依赖 AI，失去了自

己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田灿老师呼吁，在使用 AI 助学系统时，需要有明确

的指导原则和监管措施，以确保学生能够在技术的帮助

下，同时培养独立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未来
人类与AI的和谐共生

未来，我们该如何与“AI 老师”共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孟涓涓教授公开表示，尽管 AI在数据分析、模式识别等领域展现

出超凡的能力，但人类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特的目标偏好，是 AI所

无法复制的。她强调，未来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

能力，保持好奇心，去探索和创造新的可能性。

孟教授指出：“AI 的发展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替代，而应该是

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伙伴。人类的创造力和情感智慧，是 AI 难以

企及的。”

一些人认为，AI将成为人类的重要伙伴，帮助我们解决复杂问

题；而另一些人则担心，AI可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影响社会结构。

记者发现，在网络上，一些家长也鼓励孩子使用 AI 来写作文，

并在网上分享 AI 如何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有网友发帖表示，通

过 AI 的帮助，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好词好句，经过 AI 润色的作文

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早点使用 AI，早点学会与智

能设备相处，是对未来的一种准备。

网友热议“AI”。

记者 30秒内制作的 AI图片。

防止 AI成为学生“作业偷懒神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