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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各印章刻制机构：
根据《白城市企业开办免费刻制印章工作实施方案》（白

市监联发〔2021〕5号）规定，我局现组织开展2025年白城市
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补贴单位申报工作。请符合申报条
件的印章刻制机构按照要求填写申报表，按时提交相关材料。

一、申报主体
白城市城区内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取得营业执照的印章刻制机构。
二、申报项目内容
印章刻制机构按服务新开办企业每户260元的补贴标

准，为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含洮北分局）登记注册的新开
办企业免费刻制企业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各
1枚（全部为翻转印章，总共3枚）。

三、申报条件

1．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
2．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刻章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3．在白城市城区内有固定经营场所；
4．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状态）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违
法违规通报或行政处罚；

5．具有优质印章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6．自愿配合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并签订服务协议，服从

白城市开办企业便利化改革工作有关快捷送达、数据报送、监
督检查要求。

四、申报材料
1．《白城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章补贴项目申请表》；
2．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特种行业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相关备案信息文书原件及复
印件；

5．印章刻制机构委托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办理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意向书。
五、受理时间与地址
集中受理申报日期为2025年1月3日至1月10日。印

章刻制机构请于1月10日17：00前向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递交纸质材料，逾期不申报视同自动放弃。

地址：白城市光明南街466号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

联系电话：3609011
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3日

关于申报白城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补贴单位的公告 遗失声明
通榆县洪光建筑队不慎将公章遗失，公章号：

2208223342936，法人：闫洪明，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海军不慎将青山镇勤劳村三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遗失，证号：222301197212153816，面积：18.9亩，特此
声明。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告部现面向社会招

聘广告业务人员。具体要求：1．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
广告行业从业经验；2．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
能力；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4．对广告业务工作有
较高的热情；5．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烈的责任心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联系电话：3323838。

2025年，人工智能如何进化
●新华社记者 冯玉婧 张漫子

人工智能 （AI） 近两年的发展具有“大”
和“多”的鲜明特征，大模型的参数规模越来越
大，文图视等方面的多模态能力也越来越强。
2025年，它又将如何进化？

从全球业界发展趋势看，AI将具备更强的
推理能力，各形态智能体会更加普及，同时也会
有“规模定律”受考验等更多挑战浮现。

大模型应用更广，推理能力更
强大

2024年，各家大模型不再简单竞争参数规
模，而是将兼具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能力的多
模态作为重要发力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 （OpenAI） 的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在
2024年2月面世就惊艳世界，正式版已于12月
向用户开放。

美国谷歌公司近期发布的《2025年AI商业
趋势报告》预测，2025年多模态AI将成为企业
采用AI的主要驱动力，助力改善客户体验，提
高运营效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例如，多模态
AI将广泛用于医疗领域，通过分析医疗记录、
成像数据、基因组信息等推进个性化医疗；在零
售、金融服务、制造业等领域的应用也将不断扩
展。有专家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正渐行渐近。

AI 的逻辑推理能力在提升。OpenAI 在
2024年9月发布推理模型o1，并在12月迅速升
级到o3版本，新模型在数学、编程、博士级科
学问答等复杂问题上，表现出超越部分人类专家
的水平。谷歌也在12月发布其最新推理模型

“双子座2.0闪电思维”，专注于解决编程、数学
及物理等领域的难题。

美国“元”公司最近推出了与传统大型语言
模型不同的大型概念模型，它可以在更高的语义
层级——“概念”上进行思考。这种方法能够更
好地捕捉文本的整体语义结构，使模型能在更高
的抽象层面进行推理。

这些具备高级推理能力的模型在科学研究中
潜力巨大。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机器学
习先驱、化学奖颁给能预测蛋白质结构的AI开
发者，凸显人工智能推动科研的巨大贡献。业界
普遍认为，AI将在2025年加速科技突破，有望
在可持续材料、药物发现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展现
出新的能力。

智能体将更普及，具身智能受
期待

智能体的出现频率将越来越高。智能体指使
用AI技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作出决策并执
行行动的智能实体。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专家刘潇说，如果把大模型比作一名学
到很多知识、尚未进入社会实践的学生，智能体
则像个毕业生，即将学以致用，在社会中发挥自
己的价值。

智能体可以是一个程序。2024年11月底，
在智谱AI开放日上最新“出炉”的智能体已经
可以替用户点外卖。只要说出需求，它就像一个
能理解、会帮忙的小助手，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
下完成跨应用程序、多步骤的真实任务。

业界普遍认为，这种智能体2025年将变得
更加普及，且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将人类从一
些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德勤公司发布
的《2025年技术趋势》报告预测，智能体很快
将能支持供应链经理、软件开发人员、金融分析
师等人员的工作。

智能体还可结合物理实体，形成“具身智
能”，如自动驾驶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美
国国际数据公司负责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管丽图·
乔蒂认为，智能体未来有望全面革新自动驾驶领
域。美国特斯拉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擎天
柱”已可在工厂行走、分拣电池，还能以接近人
类的灵活度用单手稳稳接住迎面抛来的网球，有
望在2025年实现小批量生产并投入使用。

“规模定律”受考验，多重挑战
需应对

大模型过去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符合“规模
定律”，即大模型的性能随着模型参数、训练数
据量和计算量的增加而线性提高。但近来不断有
迹象显示，由于训练数据即将耗尽、更大规模训
练的能耗和成本激增等因素，“规模定律”可能
难以延续。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密度定律”，指AI模型
的能力密度随时间呈指数级增长。北京面壁智能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总裁李大海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更注重AI算法的调
优，同样的模型能力可被放到一个更小的参数规
模里，表明模型的能力密度不断增强。“炼大模
型，不如炼优模型”。

微软开发的Phi模型等一系列小模型已显
示，管理较小但高质量的数据集可以提高模型的
性能和推理能力。中国深度求索公司2024年12
月底发布混合专家模型DeepSeek-V3。测试结
果显示，与某些性能相当的国际知名大模型相
比，成本低了一个数量级。业内人士预测，小模
型的吸引力可能在2025年大幅增高。

发展AI的能源挑战也备受关注。由于训练
最新的大模型耗能巨大，微软、谷歌、亚马逊等
科技巨头已将目光瞄向核能。

AI的快速发展还伴随着安全、治理、版
权、伦理等方面的新风险。例如多模态功能的拓
展，使虚假信息的内容形态更加多元，也更难被
普通人所辨别；智能体自主性的提高，会带来其
目标与人类意图不一致或产生意外行为的风险。

为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全球多国已从政策
法规、技术标准、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加强AI
治理。2025年，国际社会将举办人工智能行动
峰会等多场相关活动，共议AI发展前景与规
范。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1月4日，在北大荒集团闫家岗农场，游客与雪人合影。
新年伊始，“冰城”哈尔滨正值冰雪旅游旺季，当地在市区打造了多个雪人景观供游客参

观游玩。这些造型各异的雪人仿佛是“冰城”的冬日使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现冰
雪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1月5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联兴村农民在田间搬运瓜苗。
当日是小寒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农事活动。 新华社发（赵京武摄）

进入1月，东北大地银装素裹。在吉林
省不少乡村，农民正在一栋栋现代化的温室
大棚内忙碌着。从激光灯到“透光棉被”，再
到物联网技术应用，有了科技装备加持，越
来越多过去“猫冬”的农民经营起温室果蔬
大棚，实现增产增收。

最近，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东胜村的草
莓进入成熟期，村民正在大棚内采摘、装
箱。2023年以来，村里新建的现代化温室大
棚带动村里七成农户从事草莓种植，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东胜村地处长白山区，冬季最低气温达
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过去，这里冬季依靠
大棚生产果蔬并不容易。东胜村村干部李晓
东说，现在大棚保温的难题通过新装备应用
解决了。

走进一栋蔬菜大棚，热气扑面而来。李
晓东介绍，温室棚顶采用双层材料设计，中
间夹层是一层“透光棉被”，不仅可以御寒，
还不挡光热。大棚的墙体采用保温材料，白
天吸热，晚上散热，成为大棚的温度调节器。

近两年，吉林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棚
膜经济逐步壮大。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恒通生态现代农业
产业园，温室大棚安装了传感器和监控系
统，能实时监测棚室内土壤湿度、温度、光
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实现高效、精准
种植管理，进而提高果蔬产量和品质。

产业园温室大棚里，棚顶安装着一盏盏
长方形的照明灯。产业园负责人陈静说，这
不是普通的灯，是专门用于促进植物生长的
激光灯，通过在夜晚增加光照，蔬菜长势更
好。现在，这个仅50栋温室大棚的园区每周
可生产蔬菜数万斤，可满足周边2000余个家
庭蔬菜需求。

目前，吉林省建设棚室面积80万亩左
右，拥有省级“菜篮子”应急保障基地近
200家，全省大棚果蔬年产量可达1800万吨
左右。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园艺特产处处长杨
明说，吉林省正在实施百万亩棚室建设工
程，加快新装备应用，推动棚膜经济高质量
发展。 （新华社长春1月5日电）

新华社天津1月5日电（记者周
润健）又是一年腊八至。1月7日，农历
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腊八粥，暖冬
寒，团团圆圆来过年。中国人喜迎新
春，就是从一碗热乎的腊八粥开始。

腊八节，俗称“腊八”，源于先秦时
期的“腊祭”。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罗澍伟介绍，古人每年都要举
行冬祭，用猎获的禽兽祭祀祖先、攘
除灾祸、逐疫迎春，以求来年五谷丰
登和家人平安，俗称“腊祭”。由于
每年的“腊祭”均在十二月举行，所
以十二月被称为“腊月”，而举行“腊
祭”的这一天则称为“腊日”，但这一天
不固定，直至秦汉时才选定在冬至后
第三个戌日。

魏晋南北朝时，“腊日”又融入了
佛教的传说故事，从而给“腊日”增添
了新的含义，并固定在了腊月初八这
一天，因此有了腊八节。

“腊八到，粥飘香”，腊八这天，喝
腊八粥是我国南北共有习俗，人们将
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核桃、粳米等
和各种豆类合水熬制成粥。“腊八熬粥
的习俗约始于宋代，明清时期盛行，并
延续至今。”罗澍伟说，“腊八粥盛满了
老百姓盼丰收、保健康、祈平安的美好
愿望，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
的无限期许。”

我国幅员辽阔，腊八习俗在各地
也不尽相同。比如，北方地区有“醋泡大蒜瓣儿”的习俗，
名曰“腊八醋”。除夕晚上，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蘸上腊
八醋，入口别具风味；陕西关中，腊八当天不喝腊八粥，而
是流行吃腊八面。腊八一早，家家户户把煮熟的面条拌上
果蔬做成的“浇头”，美餐一顿；安徽黟县，腊八前后，家家
户户食用自行晒制的豆腐，民间将这种自然晒制的豆腐
称作“腊八豆腐”。

春节的起点与终点在民间有不同的习惯算法，但一
般是从腊月初八开始，而春节的幸福感，又无不是从味蕾
上开启的，正所谓“过了腊八便是年……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
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
一宿。”

“我国的春节，从腊八开始，全民置办年货，要一直过
到元宵节‘闹花灯’、甚至是二月二‘龙抬头’，人们有近一
个月的时间享受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为我们的日常生
活增添了许多温情与热闹。”罗澍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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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温室大棚“科技范” 农民增收添动力
●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李恒 董
瑞丰）近期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其中流感病
毒阳性检出率上升明显。对此，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表
示，目前儿童呼吸道感染仍以病毒和肺炎支
原体为主，其中病毒主要以流感病毒为主。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在发布会上
介绍，儿童感染流感后以发热为主要表现，
可伴有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等，还会有咳
嗽、咽痛和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儿童的胃
肠道症状会比成人更明显，如恶心、呕吐、
腹泻和食欲不佳等。绝大多数儿童感染流感

病毒后呈急性、自限性病程，一般发热2至
3天，一周左右痊愈，但有一部分孩子咳嗽
的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孩子的疲劳和
乏力症状可能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

“感染流感病毒后，主要采取抗病毒和
对症治疗。”王荃表示，家长应在医生的指
导下尽早给孩子使用专门的抗流感病毒药
物，尤其是发病48小时内。对症治疗主要
以退热、缓解不适为主，家长可以根据孩子
的年龄和体重，合理选择并规范使用退热
药，还可以使用一些缓解咳嗽和鼻塞等症状
的药物。

在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美意高孵化器产
业园大楼五楼，大连芯材薄膜技术有限公司
内的一套高真空磁控溅射机台正在运行。公
司生产的芯片用电极薄膜材料已被国内企业
应用于纳米孔基因测序芯片中。

“有的企业做深层地质精密检测；有的企
业研制的高端化工试剂可净化水体，促进污
水循环利用……”提到在孵企业情况，美意
高孵化器产业园有限公司招商部和物业部经
理秦艺宁如数家珍，“我们这儿‘含科量’很
高。”

走进孵化器大楼，楼内宽敞明亮、干净
整洁。然而，这座孵化器大楼几年前还是一
处闲置多年的厂房。“当时这栋楼里连电梯都
没有，2楼以上都是空楼板、水泥地，啥都
没有。”秦艺宁说，但是其作为标准厂房，楼
体承载力大、举架高，还配备动力电，可以
满足科研、生产需求。2021年，大连高新区
招引企业投资500万元对厂房进行硬件设施
改造，打造科创孵化器。

硬件搭建起来，但“软件”仍有棘手
事。由于历史原因，这栋旧厂房没有产权证
明，入驻企业无法办理注册登记。“最初，区
里和街道办帮助我们为企业在异地进行注
册，但随着企业快速发展，异地注册成为限

制企业的难题。”秦艺宁说，当时一家企业接
到一笔订单，需要企业具备相关资质认证，
但由于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企业无法完
成认证。“只有两个月时间来解决，企业急得
火烧眉毛。”

“区里各部门与我们通力协作，通过查阅
老档案、旧图纸等，由街道办为孵化器开具
相关产权证明材料，用于企业注册。”大连高
新区七贤岭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杨哲说，“我们全程跟踪服务，实时破解孵化
器发展中面临的障碍。”

从“沉睡”的闲置厂房到生机勃勃的科
创园地，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相继入驻。目前，美意高孵化器产业园
在孵企业36家，累计孵化近50家企业，其
中两家已成长为雏鹰企业。

近年来，大连高新区持续推进闲置楼
宇、厂院“唤醒”工作，通过整合资源、盘
活存量，根据闲置面积大小、周边配套措
施、合适用途等要素，进行差异化招商。
2024年，仅楼宇、厂院、产业园区相对集中
的七贤岭街道，就成功盘活闲置楼宇、厂院
约7万平方米，吸引新入驻企业234家。

（新华社大连1月4日电）

专家提醒：目前儿童呼吸道感染

仍以病毒和肺炎支原体为主

大连：闲置“老”厂房变身科创“新”天地
●新华社记者 郭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