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保证数据安全？
本地化部署后数据“不出域”

福田区 DeepSeek 本地化部
署，是政务AI 加速落地的缩影。
近年来，多地积极探索政务AI的
应用实践，推动政务服务的智能
化转型。

自 1 月 20 日 发 布 以 来 ，
DeepSeek-R1 模型迅速火爆全
网。据不完整统计，目前已有超
百家企业宣布完成DeepSeek 技
术接口的集成部署，包括云服务
领域的华为云、腾讯云、阿里云
等；网络安全领域的360集团、奇
安信等；医药领域的恒瑞医药、智
云健康等；深圳市属国企的深圳
环水集团和深圳城安院。

政务系统方面，除福田区外，
深圳龙岗区人民政府也于 2月 8
日凌晨将 671B的DeepSeek-R1
大模型完成本地化部署，并于当
日在政务网内上线。2月 16日，
深圳市正式宣布，面向全市各区
各部门正式提供DeepSeek 模型
应用服务。

广州市通过政务专网算力推动
AI在民生政策解读、12345热线工
单分派等领域的应用。此外，江苏
无锡、山东临沂等地也完成Deep-
Seek本地化部署，无锡的“城市大
脑”通过AI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临
沂则利用“沂蒙慧眼”系统实现企业
精准画像和风险预警。

这些实践表明，AI正成为政
务智能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推
动政务服务向高效、精准、智能化
方向发展。通过融合海量政务数
据要素，大模型将丰富政务服务
场景应用，催生政务服务提质增
效的“链式反应”。

但与此同时，政务智能化转型

仍有许多工作需做实做细。如何
确保安全、如何界定责任、如何避
免隐私泄露……新的伦理与监管
框架亟待构建。

政务数据多涉及个人隐私和
公共安全，接入DeepSeek 后，政
府如何保障数据安全？

李晓明向记者介绍，Deep-
Seek是开源的，“其性能可以和最
新版的ChatGPT匹敌，但成本和算
力需求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可以
实现本地化部署，部署后工作文件
是上传到政务部门本地机房的，可
以在安全环境下放心地传送。”

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
局副局长席炜受访时也介绍，“本
地化部署最大的意义就是保证了
政务数据‘不出域’，可以大胆地
把政务数据提供给大模型去分
析，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业内人士认为，需进一步健全
相关法规，明晰法律边界。福田
区在探索过程中，首创政务辅助
智能机器人管理暂行办法，从技
术标准、应用范围、安全管理到监
管要求，建立了一套规范，为“AI
数智员工”的合法合规运行提供
了制度保障。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保障安全
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广AI技术
在政务领域的应用，将是各地需要
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
长、教授陈家喜表示，政府部门需建
立健全AI安全与合规体系，包括严
格的科技伦理审查、数据安全制度
等，以确保AI技术的应用符合法律
法规和伦理标准，推动构建更高效、
安全、智能的现代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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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球深处进军！中国石油集
团2月20日宣布，我国首口超万米科
探井——深地塔科 1井日前成功在
地下10910米完钻，成为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垂直深度井，首次发布万米
以下取得的岩芯标本，实现“深地”领
域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深地塔
科1井钻探现场，约20层楼高的井架
矗立于茫茫沙海中，石油工人面对寒
风呼啸、沙尘肆虐创造了世界万米科
探井的中国深度和速度。

“形成自主可控的万米关键核心
技术体系至关重要。”深地塔科1井
井长王春生说，钻入地下万米，钻头
自上而下穿透12套地层，攻克超高

温、超高压、地层不稳定等难题，钻至
万米后，地层温度超过210摄氏度，
钻井设备要承受 145 兆帕超高压。

“从地表钻到万米，用时270多天，而
从万米到最后的900多米，耗时300
多天。耗时陡增背后，钻探的难度指
数级增长。”

“超万米后钻井控制难度极大，
就像一辆大卡车在两条细钢丝绳上
行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说，深
地塔科 1井不仅推动我国特深层钻
完井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还奠定我
国在万米深地油气工程技术领域的
国际领先地位，在我国钻探工程史上
有里程碑意义。

“我们用了50多只钻头和1130

多根首尾相连的钻杆，最终与5亿多
年前的地层相遇。”王春生表示，万米
深井的成功钻探，标志着我国特深井
关键核心装备和技术，通过了万米地
下极端恶劣工况环境的检验，为我国
向地球深部进军提供了坚实的装备
保障。

万米深地，是国际公认的解决生
命起源、地球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
前沿领域。上世纪60年代，国外展
开对地球深部的探索，终因技术等问
题以失败告终。90年代，全球垂深最
深井历时 23 年钻至 12262 米。270
多天！中国此次万米钻探，是全球陆
上钻井突破万米速度“最快”。

据新华社

几分钟取代几小时——

“AI数智员工”
将带来哪些变革

福田区的胡先生在工作中腿部
被压骨折，家人推着轮椅带他进行
了伤情等级鉴定。由于工伤待遇方
面的争议，胡先生到福田区劳动仲
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在福田区“AI数智员工”“政小
今”的辅助下，工作人员上传庭审笔
录、劳动能力鉴定书、工伤认定书等
信息后，AI 系统自动查找劳动关
系、认定标准等规定，给工作人员整
理出赔偿金额等关键要素。在核实
与调整“政小今”提交的数据之后，
工作人员根据格式进行排版，一键
生成劳动仲裁裁决书，以往需要半
天的工作，全程不超过4分钟。

用几分钟取代几小时，就是AI辅
助政务服务效率提升的真实写照。

“这个版本上线时间还短，每天
被问得最多的就是‘数智员工具体
怎么操作？’”负责福田区政务大模

型应用统筹工作的福田区政务服务
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管理科科长
李晓明觉得，这是好事，“说明他们
在积极使用，思考如何利用Deep-
Seek结合自己的知识库，匹配日常
的工作场景。”

“你可以这么理解，一名‘数智
员工’就对应一个账号。每个政府
单位按需配置，目前一个部门大概
一至两个账号。”李晓明介绍，“AI数
智员工”目前分布在全区35家政务
单位，覆盖了240个业务场景使用，
除有DeepSeek通用能力外，还结合
各政府部门实际业务流程，量身定
制个性化、模块化功能。在“AI数智
员工”系统页面上，分布有“民情日
报”“民情周报”“劳动仲裁裁决书”

“外事办-谈话参考”等日常工作的
功能模块。

据了解，“政数局-智能任务分

拨”是对政府官网留言板、
12345 等民生诉求渠道的汇聚
和整合，拉齐了市区两级平台信
息，“一秒钟将责任单位分拨完成，
速度甚至可以达到秒钟级别，让人
去干更重要的事情。”

效率提升的同时，效果究竟如
何，能否保证精准无误？

记者了解到，公文处理方面，
“AI数智员工”格式修正准确率超
过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
率控制在5%以内。执法文书生成
助手可将执法笔录秒级转化为文
书初稿，过去需数小时的人工整理
流程被压缩为即时响应。

此外，民生诉求分拨准确率从
70%跃升至95%，个性化定制生成
时间从 5天压缩至分钟级。这些
变化不仅减少了人力成本，也让政
务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速度达到分秒级 一秒钟将责任单位分拨完成

是否会代替人类雇员？ 规定每个AI指定一名监护人

AI在处理大量数据、执行重复
性任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且AI遵
循算法和程序，能减少人为失误，显
著提升效率。但与此同时，“AI数
智员工”的高效也引发部分人对职
业前景的担忧。

对此，李晓明认为，这种可能性
不大，“AI数智员工”主要用于处理
重复性、规则性强的任务，以释放人
力资源，人类员工可专注于需要创造
力、判断力和决策力的工作，两者是
相辅相成、人机协同的关系。

“以劳动仲裁裁决书为例，‘AI
数智员工’只是根据复杂的材料形
成初稿，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进行审
核修改，AI只是辅助。”在李晓明看
来，DeepSeek 再强大也不是硅基
生命的觉醒，而是通过语言向量和
数学统计规律等进行排列组合工
作，借助丰富强大的数据库进行复
杂知识的重复工作。“我们可以利用
DeepSeek 的这个特性辅助人类，

应用在政务平台上就是为基层减
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反复优
化，思考补遗。”

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詹剑
锋表示，AI擅长规则明确的重复性
任务，但面对模糊政策、情感沟通或
道德困境时，缺乏人类的灵活判断
力。AI可能会生成杜撰的内容，不
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人的审核和
监管不可缺失。

李晓明指出，此外，福田区人民政
府2024年9月出台的《福田区政务辅
助智能机器人管理暂行办法》（下称
《办法》）也明确了政务机器人的辅助
定位。该管理办法将政务机器人定义
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履行公共
管理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具备一
定人格特征，能半自主或全自主进行
感知、决策、交互的智能机器人或计算
机系统。”这也是全国首部政务辅助智
能机器人管理办法。

“为避免智能化工作过程中产

生的责任推卸问题，办法还指定了
监护人。”

李晓明指出，《办法》对政务机
器人的使用部门、监护人、供应商都
作了明文规定——要求政管机器人
的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循“以人为本、
应用驱动、科技引领、安全可控”和

“谁使用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
原则，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安
全规范。

记者了解到，AI助手上线更多
是“添帮手”而非“抢饭碗”；从长远
来看，也会对就业市场和工作方式
产生深远影响。

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和数
据管理局副局长、福田区人工智能
产业办公室主任高增看来，“AI数
智员工”不是公务员，也没有编制，
只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辅助级角色，

“每个‘AI数智员工’都有一个监护
人，在监护人的监督和指导下开展
工作，做到人机协同，提高效率。”

入地10910米！中国深度创下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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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福田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员工”，70名基于政务云环境、运用Deep-
Seek技术开发的“AI数智员工”正式在深圳市福田区各部门上岗，涵盖公文处理、民生服
务、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多个场景。公文处理效率提升90%、执法文书秒级生成、民生
诉求分拨准确率提升至95%……数字背后，是AI技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颠覆性重构。

这一变革传递了哪些信号？如何看待这场“人机协同”的浪潮？“AI数智员工”是否会
代替人类雇员？又该如何保证政务数据安全？

综合新华社、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