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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怡福路51号佳馨苑小区

垃圾回收处一改脏乱差

2 月 26 日，本报记者对怡福路 51
号佳馨苑小区垃圾乱堆、绿化带被侵
占用来种菜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昨天
上午 10 点半左右，记者再次来到这
里，发现脏乱差问题已经明显改善，垃
圾杂物被清运干净，绿化带也恢复了
生机，小区整体环境大为改观。

记者看到，小区的绿化带焕然一
新，此前绿化带中所种的蔬菜、私自安
装的“菜园”栅栏及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都被清理，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
绿植，让绿化带重新焕发了活力。小
区里还划定了很多停车位，汽车都能
自觉规范停放，让消防通道保持畅通。

除此之外，部分区域作为晾晒区
安置了晾衣杆，方便居民使用；绿化带
的树旁还新设置了围树座椅，方便居

民休息⋯⋯全新的面貌，让小区的整
体环境品质有所提升，居民的生活质
量也有明显改善。

点位 莲花菜市场

地面干净整洁 商户经营规范

3月1日，本报记者曝光了莲花菜
市场菜叶随意乱丢、地面布满污渍等
不文明现象。昨天下午，记者在对莲
花菜市场的回访中发现，该菜市的整
体环境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遍地
都是菜叶垃圾的不文明现象消失了，
地面变得干净整洁。

商户在经营时也非常注意，没有将
菜叶等垃圾随意扔在地上，全部都扔进
了垃圾桶，保洁人员的清扫也很及时。

在此买菜的市民张女士说，现在
市场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卫生，
不像以前乱糟糟的，大家的心情都舒
畅了很多。

点位 肖家村三巷2号院

“牛皮癣”治理有效果

2 月 27 日，记者对肖家村三巷 2
号院“牛皮癣”泛滥的问题进行了曝
光，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昨天上
午 11 点，记者再次来到该院落，发现

“牛皮癣”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但乱停
车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刚走到小区门口，记者发现原本
涂写在小区门牌号旁的小广告已经被
清理，随机走进几栋居民楼，楼道的墙
上、门上以及电力设备上被胡乱张贴
和涂写的小广告也被清理干净。

虽然“牛皮癣”消失了很多，但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小区还存在一些不文
明现象。比如小区里已划定停车范
围，但仍有很多机动车乱停乱放，堵塞
了消防通道；部分楼道内杂物乱堆，烟
头、果皮垃圾乱扔；有人在楼道内私拉

电线，易引发安全事故⋯⋯“希望相关
部门继续加强整改，让院落尽快恢复
干净、整洁。”一位居民说。

点位 小关庙后街16号院

仍存在私拉电线现象

3 月 3 日，记者对小关庙后街 16
号院私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的问题进
行了曝光。17 日上午 10 点左右，记者
再次来到院落时，发现该问题依然存
在，安全隐患并未得到消除。

记者走进院落，发现靠近居民楼
的地方，还是有电线从室内牵出，连接
着悬在半空的充电器，正在给电瓶车
充电。此外，院落空中破损、脱落的缆
线胶管仍然垂在半空，没有得到处理。

走进居民楼，记者发现缆线杂乱
无章的情况有所改善，部分区域已经
得到了规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 ·回访

本报记者回访曝光点位

大部分点位积极整改成效显著

2月26日，成都日报开设“不文明
行为曝光台”专栏，近一个月来，记者
暗访我市大量交通路口、背街小巷、社
区院落、农贸市场等，对横穿马路、乱
停乱放、垃圾杂物乱堆放、电线私拉乱
接等不文明现象进行了曝光。

相关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职能部门
和广大市民的关注和重视，各点位随即
展开整改，以求尽快解决问题，恢复整
洁有序样貌。昨天，记者对部分前期暗
访过的点位进行回访，发现大部分点位
变化较大，脏乱差基本得到解决，有的
地方整改并不彻底，相关问题继续存
留，影响群众生活，亟待进一步整治。

“重写唐诗三百首，对于 ChatGPT
来说并非难事。”对于 ChatGPT 能否写
古诗这个问题，鲁迅文学奖得主、《汉
诗》主编、诗人张执浩并不质疑甚至非
常相信人工智能的语言组织能力，他
说，“在大量学习和训练的基础上，它抓
取经典古典诗词意象，就完全可以写出
格律、用词都准确的古诗。”但对于“人

和机器人谁写得更好”，他却认为这是
一种“无意义的竞赛”。“实际上，人们已
经根据古代诗人的创作，制定出了一个

‘好诗’的既定标准，那么在此基础上进
行比较，人工智能其实是只能模仿、向
好的标准靠近，却无法进行开创性和超
越性创作。”

除了情感，张执浩还关注到人工智

能在诗歌领域无法企及的能力——成为
一位形象鲜明的诗人。“诗人是有形象
的。诗人，就是通过写分行的文字，在自
己所处的时代和人类群体中，由此及彼，
写出大部分人的情感，扮演一种其他群
体无法替代的角色，最终成为一个在人
群中有召唤力的人。”他说，好的诗歌最终
是对诗人的和盘托出，人工智能可以写
诗，却无法做到从作品背后“挺身而出”，
以富有感染力的诗人形象召唤大众。

成功挑战唐诗三百首，人工智能比肩诗圣杜甫？

ChatGPT：工于诗词格律 安知人情冷暖
当意象变成数据、文采化作代码，诗歌会发生什么变化？第六届国际诗歌周此时正在成都举行，

关于“ChatGPT写诗”的话题再次受到瞩目。在网络上，也不乏对此话题的讨论。近日，有网友在网络
上展示了自己让ChatGPT挑战“唐诗三百首”的视频，在视频中，ChatGPT完美完成写诗任务，仿照古人

写出优美的词句，这让许多网友惊叹和感慨，称ChatGPT写诗作词能力，已经超越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
作为一种语言模型，ChatGPT，有无可匹敌的知识储备和语料库。在人工智能写诗的时代，什么才是诗人安身立命的根

本？面对虚拟世界的“语言大师”的挑战，现实世界的诗人们将会如何应对，又有哪些思考和启发？

记者注意到，有人在网上
询 问 ChatGPT“ 你 是 否 有 情
感？”时，它的回答是否定的，这
实际上也与大家的认知一致。
作为计算机程序，它所有的指
令来自程序员预先编写的程
序，并没有自主意识。那么是
否意味着ChatGPT永远写不出
有感情的诗呢？诗人、《诗刊》
原主编叶延滨持保留意见。“不
要轻视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和它
带 来 的 巨 大 改 变 ，是 我 的 观
点。”叶延滨认为，科技让人类
社会充满无限的机遇和可能
性，当情感可以被算法数据化
时，ChatGPT是否能超越诗人，
甚至整理后的表达是否能更加
精准地表述情感也未可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实习记者 王茹懿

如果情感
可以被数据化⋯⋯

ChatGPT 作为一种语言模型，拥有
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能够与用户对
话，回答简单问题，甚至书写文章。它
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引发了
AI领域又一轮热潮。

很多观点倾向于认为，文艺创作将
是人类最终坚守的领域，但实际上，随
着人工智能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的发展，AI越来越多地深入文化艺术领

域。记者发现，AI 写诗已经不算“新鲜
事”：2017年，微软“小冰”所创作的汉语
现代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出版后
就曾轰动一时；而后，清华“九歌”、“稻
香老农作诗机”等传统诗词创作软件的
水平不断提升；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开
展不同语言的人工智能作诗研发⋯⋯

“风吹山巅翠峰高，云散天际白鹭
号。枫叶红中悲秋意，流水碧处思远

逍。欲穷千里心不
惧 ，勇 登 高 处 志 自
豪。身临险峰心扉
阔 ，万 里 长 空 任 我
翱。”从这首 ChatG-
PT 仿写创作的古诗
中不难看出，它既具
备古诗的格律，又有
文学的意象。有网友评论道：“这首虽
然和千古名句有差距，但依旧可以超越
大部分对诗词造诣不深的人。”

AI写诗既有格律又有意向

人和机器人赛诗？“无意义的竞赛”

杜甫像杜甫像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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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回访发现莲花菜市场地面干净整洁

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担负使命责任
交出不负组织信任不负人民重托的优异答卷

开局示范区：人城相宜 和谐共生
紧接 01 版 2022 年，该平台共受理企业
诉求 1 万余件，解决率 96.21%，满意率
96.14%。

去年以来，随着智慧蓉城建设的加
快，12345 横向打通了百余个市级职能
部门，纵向实现了市、区（市）县、乡镇

（街道）三级联动，已打造成全市统一的
群众诉求受理平台、业务办理平台、数
据共享平台、行政效能投诉平台。

“优化服务，完善治理”，大城善治、
永无止境。1 月 28 日，成都 12345 亲清
在线正式启动，通过集成 12345 助企热
线、蓉易办、蓉易享、蓉易见四大服务方
式，打造成都政企服务“总客服”、便企
利企“总平台”。

从服务市民到服务企业，12345 热
线只是成都持续完善智慧治理体系的
一个剖面。一年来，成都全域全维建立
运行管理体系，智慧蓉城“王”字形架构
加快完善，聚焦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
共服务、经济运行四大领域，已接入
2210.6万个感知设备。

“地下”的成都，同样蕴藏着蓬勃的
生命力，持续推动地下空间多元复合利

用，让城市的“里子”更出彩。
刘士恩是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工程师，作为轨道交通 19 号线二
期工程长顺村停车场项目的负责人，
他在今年大年初七就返回项目现场，
继续和团队给停车场“穿”上打破常规
的“无缝天衣”，为类似工程提供“成都
经验”。

“这么长的停车场，仅设置两道变
形缝，这是成都地铁首个不设变形缝长
度超500米的地下结构。”刘士恩指着图
纸介绍，这可以减少渗水问题，提升工
程质量，并优化管道布置，降低成本。

随着移交日期的临近，这里很快将
正式投用，成为 36 辆地铁列车夜间“休
憩”的场所，可实现列检、一般故障处
理、清洗及定期消毒等日常维护工作。

在地上，“赵静丽们”走家串户，守
望着街坊邻里；在地下，“刘士恩们”
创新不断，让城市韧性生长；在云上，

“陈鑫们”指尖挥舞，守护着一城烟火
⋯⋯开局这一年，公园城市的治理效
能不断增强，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持
续提质。

（二）

“幸福成都”，让美好生活近在身边、实景呈现

春光烂漫，成都之南，白鹭湾湿地
公园生机勃勃——近观草木葱茏，游客
泛舟湖上；远眺白鹭高飞，翱翔于蓝
天。距离公园不远处，白鹭湾未来公园
社区建设正加速推进。

未来公园社区，一种集成公园城市
形态、现代城市功能、新兴产业业态、市
民生活体验的空间载体和试验场景。
其导向，正在于彰显公园城市形态功
能、满足市民品质化生活需求，构建幸
福美好公园社区体系。

2022 年，《总体方案》获批，成都启
动建设首批 25 个未来公园社区，白鹭
湾未来公园社区正是其中之一。

“让产业人才在有风景的地方创
新创业。”锦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依
托环城生态公园和白鹭湾湿地公园生
态禀赋，社区提供多元创新空间载体，

“重点打造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鸿
蒙生态软件产业链、深投控物联网产
业链、智慧交通产业链等多条特色细
分产业链。”

市民在社区就能享受公园城市的
风景，产业在社区就能成链聚集，更多
的未来生活图景被智慧治理有机串联
⋯⋯示范区建设开局这一年，每一个未
来公园社区，都在不同的定位中探索尝
试。“十四五”期间，成都计划建设200个
未来公园社区，推动公园形态与社区肌
理相融，打造一批典型范例，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家门口有生态、有产业，更多了温
暖贴心的服务。

中 午 11 点 过 ，暖 阳 洒 满 锦 江 河
畔。家住锦江区春熙路街道盐道街社
区的李阿姨和老伴准时出门，前往位于
盐道街社区大塘坎街的幸福食堂就餐。

400 平方米的空间，设有 36 个餐位
和 5 个套间。红烧肉、宫保鸡丁、烂肉
豇豆、清炒油菜⋯⋯有套餐，也能单点，
好吃又不贵，“我和老伴都 70 多岁了，
煮饭不方便，社区食堂的开业，让我们
不用担心每天吃什么了。”李阿姨笑着
告诉记者。

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仙韵社区的儿
童之家，每天都会迎来很多小朋友，拉
着大人们的手来参加有趣的活动——

手工制作、水彩涂画、亲子活动⋯⋯以
儿童为中心，社区为纽带，孩子们有了
一方快乐的天地，社区党员志愿者张燕
说，“在儿童之家，孩子们很开心，家长
们很放心。”

聚焦“一老一小”，让家门口的养老
托幼服务不断“上新”，持续推动全龄友
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正是成都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的重要组成——开局
这一年，成都完成 35 个社区养老服务
综合体建设，新建、改扩建幼儿园、中小
学 80 所，推进“轨道+公交+慢行”融合
发展，市民平均通勤时长缩短两分钟，
49个大运会场馆全部投入运行⋯⋯

今年，成都还将在居民收入水平提
升工程、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生
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等多个领域统
筹实施重点领域项目 545 个，总投资
6991.48 亿元，让市民美好生活的向往
变成更多的“实景图”。

一座迈向现代化的城市，精神富足
和物质富足都是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

2022 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
天，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开馆。书香与
美景交融，艺术与生活共生，这座“开在
公园里的图书馆”，成为公园城市文化
生活的一个鲜明标注。

最新数据显示，成都目前拥有 172
家博物馆，总数为全国第 2；实体书店
数量超 3000 家，位居全国城市第 1 位
⋯⋯闲暇时光，去成都博物馆观展、去
书店读书、去城市音乐厅听音乐会、
去大运场馆打球出汗⋯⋯成为越来越
多成都人的选择。“三城三都”建设，
让全民阅读、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也
持续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与社
会风尚。

2022 年 12 月，在杭州举行的“2022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成都再一次脱
颖而出，连续 14 年荣膺“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冠军——着力建设城市人民
宜居宜业的示范区，把民生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落实到衣食住行育教医
养每个细微处，这正是“最幸福”背后
的成都秉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马玉宝
刘金陈 刘飞 刘依林

紧接 01 版 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增强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坚持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补齐短
板弱项，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共同
维护城市安宁、社会安定、市民安全。

施小琳强调，要自觉践行严实要
求，带头维护良好政治生态。带头做到
遵法纪、守底线，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
上、职权法定等基本法治观念，强化厉
行法治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带头做到
讲民主、重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维护

在坚持原则前提下的团结，在团结协作
中提升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带头
做到转作风、树新风，严格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大力弘扬调查研究之风，
切实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做到务实功、重实干、求实效。带头
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始终保持“赶考”
的清醒，注重抓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
关系，守住廉洁自律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