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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AI 而 行 ，构 建“ 智
慧+”融媒新生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当下正处于一个信息传播方
式和媒体生态深刻变革的时
代。多个技术浪潮，以迅
雷之势汇聚。而人机协同
全方位、多元化的新闻创
新应用，尚在摸着石头过
河的阶段。

腾讯设计杰出专家、腾
讯混元产品负责人陈妍在致
辞中对大模型等 AI 技术在
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潜力，
以及羊晚与腾讯混元的合作
表达了期待和信心。双方将
共同探索 AI 技术在新闻传
播领域的应用，推动内容创
新和效率提升。

陈妍介绍，目前，腾讯混
元大模型已经拥有超万亿参
数规模，在数学推导、逻辑
推理、多轮对话等方面表现
卓越，整体性能稳居国内第
一梯队。

不仅如此，在多模态能
力方面，混元也在持续探

索。比如图像生成方面，腾
讯混元文生图大模型已全面
升级至 Sora 同款的 DiT 架
构，支持中英文双语输入和
理解，具备多轮绘图能力；
在视频生成方面，腾讯混元
支持文生视频、图生视频、
图文生视频以及视频生视频
等多种能力，生成长度可达
16 秒；在 3D 生成方面，腾
讯混元已布局文/图生 3D，
单 图 仅 需 30 秒 即 可 生 成
3D模型。

根据合作内容，AI融媒
体实验室将利用腾讯混元大
模型等技术，为新闻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实现文生图、文
生视频等创新内容的生产。

“未来，我们将与腾讯一
起利用AI技术的强大能力，
推动新闻内容的创新和生产
效率的提升，为读者带来更
加生动、直观的新闻体验。
同时，也将积极探索智能编
辑、数字人等AI技术在新闻
传播领域的其他应用。”孙
璇说。

羊晚和腾讯共同创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孙晶

向AI而行，共筑新质生
产力！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如今，热门聊天机器人
ChatGPT、文生视频的Sora、
支持常用文本处理的Kimi、
AI生成音乐软件Suno等与
AI 相关的应用和研究正向
前大步迈进。

在广东，人工智能大模
型正在工业、金融、制造业
等领域催生新一轮技术创
新与产业变革，也将为新闻
传播等行业数字化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

“AI融媒体实验室的成
立，正是拥抱这一变革、探索
媒体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
孙璇在致辞中表示，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一直以传播信
息、服务社会为己任，记录时
代变迁，传递社会正能量。

AI 技术将拓展更广泛
的应用场景，深化人机协同
程度，带来传播生态的巨大
变局。有研究显示，98%的
全球高管认同人工智能基
础模型将在未来三至五年
内在其组织的战略中发挥
重要作用；40%的工作时间
可能会受到像 GPT-4 这样
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影响。

孙璇表示，随着生成式
人工智能颠覆性的进步，越
来越多从业者开始思考其
对新闻传播实践所产生的
影响。AI技术的引入，为新
闻生产和传播带来了革命
性的变化。它不仅能够提
高新闻报道的效率和准确
性，还能通过个性化推荐，
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和多
元的阅读体验。

此次羊城晚报 AI 融媒
体实验室的成立，将为新闻
生产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
持，使集团能够更高效、更
精准地服务于广大读者。

向AI而行，岭南文化第一端再
度蝶变！

在启动仪式上，AI 融媒体实验
室发布了“首秀”作品——《羊城

“报”款，律动世界》，以 AI 作词、作
曲，利用大模型文图生视频方式制
作而成。

其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对于
融媒体新技术的探索从未停止。
2023年初，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云端
堡垒”羊城派完成了自上线以来最
大规模的7.0版本升级。

在开放合作中，羊城派采取“开
门办端”的策略，不断主动与第三方
头部平台和拥有先进技术的互联网
公司合作：接入百度“文心一言”人工
智能模型、与网易合作推出AI真人
主播、对接科大讯飞和喜马拉雅优化
智能语音播报技术、与ZAKER合作
建立“羊晚数藏”数字藏品平台。

近两个月内，羊城晚报先后推
出多个AI 产品。今年 3月，首次尝
试运用人机对话形式，应用文生视

频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创新视频产
品。在《60秒AI视频｜带你畅游未
来广东》视频中，羊城晚报创作团队
与腾讯混元大模型合作，凭借多模
态技术衍生的多项视频生成能力，
包括文生视频、图生视频等，快速生
成高质量的影像内容。视频一经发
布，全网观看量超百万。

植树节之际，创作团队又通过
AI视频动画，以植树造绿表达广东
高质量发展的主题。4 月 15 日，时
值第 135 届广交会开幕，羊晚 AI 融
媒体产品《AI 词曲演唱动画一条
龙 ！ 我 们 用 AI 做 了 一 首 广 交 会
BGM》，利用一组AI工具组合，进行
了一次AI贯穿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尝
试……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全力打造
“羊城晚报‘1+2+3+N’立体移动传
播链”，目前基本实现移动端主流平
台全覆盖，用户超过2.19亿。去年6
月，该项目获评第三届中国报业深
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

融媒体实验室

站在AIGC应用迅驰而
来的 2024 年，媒体如何向
AI 而行，拥抱新技术，构建
新质生产力？

5月20日上午，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与腾讯科技（深
圳）用行动回应时代之问，
双方共同创设AI 融媒体实
验室，为融媒创新赋能。这
一合作标志着在AI 大模型
重塑各行各业格局的当下，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媒体
融合和技术创新方面再迈
出坚实一步，展现了岭南文
化传媒名片拥抱AI、逐浪媒
体融合新潮流的决心。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
委书记、社长杜传贵，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社长、总编辑林海利，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
副社长、副总编辑孙爱群，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
员、副社长、副总编辑孙璇，
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
总经理岳淼，腾讯设计杰出
专家、腾讯混元产品负责人
陈妍等出席了AI 融媒体实
验室启动仪式。

拥抱AI，逐浪融媒新潮流

羊城“报”款，AI实验室“首秀”

携手混元，探索AI传播新应用

B
C

AI

⬅羊晚集团与腾讯科技（深圳）达成
合作，与腾讯混元大模型共同启动 AI 融
媒体实验室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周巍 潘俊华 摄

羊城晚报创作团队此前的AI作品

AI融媒体实验室大模型文图生视频产品《羊城“报”款，律动世界》

羊城“报”款惊艳首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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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广州市招考办发布《2024年广州
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至此，今年广州中考的所有招生数据、规
则全部公布。今年普高学位增加 10707 个，几
乎所有高中都宣称今年是“最容易考上本校的
一年”，真的假的？6月 1日志愿填报，真的可以
放心大胆“冲”吗？

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学校也怕“滑档”，
怕掉录取分数甚至录取梯度，导致生源不好、影
响出口成绩；超过60%的扩招名额分布在第四
批次。因此，今年的竞争态势未必那么乐观，想
上优质普高仍不容易，建议不要盲目冲高。

建议

《指南》显示，今年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共 80416 个，比 2023 年
多10707个，兑现了广州市教育局
年初“增加 1万个普高学位”的承
诺。考生人数方面，今年考生12.9

万人，比去年增加约 5000 人。看
数据，增加的普高学位数量远多
于考生增加人数，这意味着录取
形势乐观、志愿填报可以放心大
胆“冲”吗？

形势友好？ 普高增10707个学位 考生只增5000人

象
现

今年新增上万普高学位，几
乎所有普通高中都有不同程度的
扩招，对于学校来说，它们也怕

“滑档”，压力很大。
扩招名额多的传统名校担

心，录取分数下滑、生源不如以
往，三年后高考出口成绩受影响，
撼动“江湖地位”；没扩招或小幅扩
招的传统名校也担心，华附、省实两
大省属名校新校区同时大幅扩招，
仅这两家的扩招人数就达到 689
人。毕竟“尖子生池塘”是有限的，
其他名校忧心顶级“学霸”被“截留”
太多，影响自己的生源结构。

往年，在第二梯度线和第三

梯度线招生的学校，担忧录取分
数滑到下一梯度。因为，今年整
体考生人数只增加5000人，而前九
所名校的扩招名额就达到1485人，
且普高整体学位增加1万多个。尤
其去年在第二、三、四梯度线上招生
的学校，还面临民办学校、民校公费
班、中外国际办学项目的竞争。至
于民办学校、中外国际办学项目，则
本来就面临公办学校的压力。

在今年的招生形势下，几乎
所有学校都绷紧神经，因此有了
大家所看到的“奇观”——“今年
是考上本校最容易的一年”成了
几乎所有普高的招生广告语。

竞相抢人 学校也怕“滑档”齐齐宣传“最易考一年”

综上分析，对于 730 分
以上的“绝对学霸”来说，
今年可能才能适当“往前
冲”，其他分数层的学生，
依然建议稳妥为上。

第一梯度线上下的考
生，慎重权衡，如果有非常
心仪的学校，适当冲；如果
只要求能上前九名、享受
省市属学校的优质教育资
源，就相对保守选择，第一
志愿填报有把握的学校。

中 等 生 一 定 用 好 名
额分配，争取在第二批次
录 取 ，不 要 掉 到 第 三 、第
四批次。

介于普高临界点的学
生，尽量不要掉到第四批
次。要考虑好对民办学校
的接受度，以及对中外合
作项目的经济承受力。

为何几乎全城高中都说
“今年是最易考上的一年”？

广州中考大探踪：增加的1万多个普高学位都在哪？考生应如何“冲稳保”？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今年到底是不是最容易“上岸”心仪
学校的一年？志愿填报究竟能不能冲？
增加的10707个普高学位，增加在哪里？

首先，最吸引人的，是开办新校区
且新校区首年招收高一新生的一些牛
校。例如，省实白云校区招生约 500
人，总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超过 400
人；华附知识城校区招生222人，广州市
总招生计划568人，相比去年334人增
加234人；六中从化校区招生400人，总
招生计划1050人，比去年增加300人；
广州市艺术中学黄埔校区今年首次招
收高一新生，黄埔校区招生130人，总招
生人数430人，比去年增加100人。

其次，一些新开办的学校也首次招收
高一新生，广州实验中学和广州市黄埔区
苏元学校就是如此。广州实验中学招生
计划为240人，设置两个特色班，分别是
理科创新班和人文博雅班；苏元学校则计
划新高一招收200人以内，共4个班。

然后，一些省市属、区属普高扩招。例
如，广雅扩招74人，广州外国语学校扩招200
人，铁一中扩招100人，广附扩招94人。

接着，有4所学校新增了中外合办
项目招生——广东华侨中学 90 个招
生计划、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 50
个名额、广州市实验外语学校招生
150 人、广州市黄广中学招生计划为

100个。值得注意的是，4所学校的中
外合办项目收费都超过10万元/年。

最后，还有 16 所民办学校开设公
费班——广州市为明学校、广州市培才
高级中学、广州市海华高级中学、广州
市爱莎文华高中有限公司、广州市华美
英语实验学校、广州思源学校、广州市
源雅学校、广州市庆丰实验学校、广州
市珠江高级中学、广州南方学院番禺附
属中学、广州市华万高中有限公司、广
州市南外实验学校、广州龙涛外国语学
校、广州市黄广附属学校、广州市华商
外语实验高级中学有限公司、广州理工
实验学校，招生计划共816个。

新增的普高学位大体分布在五类学校

究
探

明白扩招学位分布在哪些录取批次
后，就更能了解扩招学位的格局。广州
中考的录取分为四个批次，这1万多个学
位分别增加在哪些批次？

根据《指南》，今年的80416个普高
招生计划里，第一批次合计招生 7203
人，第二批次名额分配招生人数为
26031 人 ，第 三 批 次 普 通 高 中 招 收
25811人，第四批次普通高中（剩余）和
综合高中招收21371人。

四个批次招生人数均有所增加。
第一批次增加 839 人、第二批次增加
1816 人、第三批次增加 1442 人，而第
四批次的总招生较去年新增 6610 人，
增长幅度最大。其中，有 1100 个招生
计划来自综合高中。

也就是说，超60%的扩招名额来自
末端普高学校、民办学校、中职学校。

此外，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总增加名
额不过3258个。第三批次招生学位中，

一些还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昂贵。
因此，成绩中等的学生要尽量稳

妥，争取在第二、第三批次录取。尤其
是中等生，一定利用好第二批次（名额
批）的降分录取，争取不要掉到竞争更激
烈的第三批次，更不要掉到第四批次。

对于处于普高临界点的考生来说，
尽量争取不要掉到第四批次，考虑好对民
办学校的接受度，以及对中外合作项目动
辄十万、二十万元学费的经济承受力。

扩招学位超六成分布在第四批次

今年营造“易考氛围”的主力军是
省市属名校，他们究竟扩招多少，是否
真的容易考上呢？

根据羊城晚报记者的统计，2023年
录取分数在第一梯度线上的高中有10
所，分别是华附、省实、广雅、执信、二中、
六中、广附、铁一、广州外国语学校、五中
（本部校区）。前九所是省市属学校，招
生名额6788个；五中（本部校区）是海珠
区属龙头学校，招生名额564个。2024
年，上述前九所学校的招生名额是8273
个，比去年增加 1485 个；五中（本部校
区）招生名额530个，比去年减少34个。

能考上第一梯度线的考生又有多
少呢？2023 年中考生大约 12.4 万人，
9%的第一梯度线人数大约 11160 人；
2024 年中考生大约 12.9 万人，10%是
12900人。也就是说，理论上，今年上线
人数会比去年多1740人。第一梯度线的
划分比例从去年的 9%调整到今年的
10%。而去年录取分数上第一梯度线的
前九所学校，今年录取人数增加1485人！

也就是说，今年前九名牛校扩招的
名额基本与 10%的第一梯度分数线

“对冲”，以保持省市属名校与区属龙
头拉开梯度——省市属名校在第一梯

度线上招生，区属龙头在第二梯度线上
招生，以尽量减少高分滑档。

对于家长和考生来说，判断志愿填
报能不能“冲”，还要参考 2022 年和
2023 年的“广州中考分数段统计表”。
以2023年为例，第一梯度线分（715）以
上考生约为1万出头，但在第一梯度线
上录取的 10 所学校，总招生人数为
7352人，且其中相当部分名额在名额分
配、特长生、自主招生中已消耗。也就是
说，考上第一梯度线并不代表一定能被
前九名的学校录取，因此对于第一梯度
线附近的学生来说，不建议盲目冲高。

前九名牛校扩招1485人“对冲”10%

学生因分施策
730 分以下仍

要谨慎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