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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社会治安形势平
稳。报告显示，2017年河南
省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
件 数 目 为 450876 件 ，较
2016年降低了 14.49%；万
人刑事案件率比2016年降
低了14.72%。法院审理刑
事罪犯人数94271人，较去
年增加了23.81%；万人犯罪
率为 9.86 人，比 2016 年增
加23.43%。

我省交通事故十万人
发生率中部六省最低。根
据河南省2017年的相关数

据，河南省共发生交通事
故6361起，死亡人数2076
人。从十万人交通事故发
生率和十万人交通事故死
亡率指标来看，2017 年河
南省交通事故形势显著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
河南省十万人交通事故发
生率为 6.65 起，显著小于
全国的 14.61 起和中部地
区其他五个省份；河南省
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2.17 人，显著小于全国的
4.59人，略高于湖南省，显

著低于湖北省、山西省、安
徽省和江西省。

居民对于“目前社会矛
盾化解效果”问题，认为

“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
3.09%和41.05%。认为“一
般”的占 41.05%，认为“比
较差”和“非常差”的占
7.45%和 0.54%。整体来
看，认为社会矛盾化解效
果差（认为“比较差”和“非
常差”）的被调查者不足
10%。因此，居民对目前社
会维权效果评价较好。

我省社会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居民对社会矛盾化解效果评价较高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蓝皮书”发布
漯河居民幸福感得分最高

▶7月14日，我省一年一度的社会治理发展状况“蓝皮书”——《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
告（2019）》由社会管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研究结果表明，我省社会安全形势
稳中向好。2018年，焦作、济源、洛阳三市宜居度得分位居前三名，郑洛新持续领跑全
省创新能力，漯河、驻马店、安阳三市居民幸福感最强。
▶本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即“2019年河南省社会治理形势分析
与展望”。之后，从“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篇、“城市社会治理”篇、“社会治理评价”篇
及案例篇等四个篇章，对河南省社会治理形势进行分析和总体评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
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
府的重要职责。调查发
现，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
总体满意度不断上升，但
水平不高。

其中，济源和许昌基本
公共服务满意度一直居于
全省前列，而有的地市一
直比较靠后。在所调查的
样本中，在 2014~2018 年
五年间，济源和许昌两市，

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在全省
各地市的排名中一直处于
较为靠前的位置；而信阳
和周口两市五年间各类基
本公共服务排名基本上都
处于全省较为靠后的位
置。

此外，调查发现，创新
驱动战略实施后，十五市
创新能力均有提升，其中
郑洛新持续领跑全省创新
能力，各地市影响创新能
力的优势与限制因素各有

不同。
在 知 识 创 新 能 力 方

面，多地市知识创新能力
均有提升，其中鹤壁提升
最大；在技术创新能力方
面，郑州技术创新能力远
超其他各市，不少地市该
项得分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 ；在 创 新 管 理 能 力 方
面，十八地市创新管理能
力皆有明显提升，这种提
升更多体现在政府支持力
度上。

济源和许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居于全省前列

总体来看，河南省公
共财政预算总支出 2017
年 为 8215.52 亿 元 ，较
2016 年 增 长 了 10.22% 。
从绝对量上来看，社会保
障和就业、科学技术、教
育、医疗卫生的公共预算

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相对量上来看，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略有减少，
占比从2016年的 14.3%减
少到2017年的 14.12%；科
学技术支出占比由 2016
年的 1.3%上升到 2017 年

的1.68%；教育支出占比略
有 增 加 ，从 2016 年 的
18.0% 增 加 到 2017 年 的
18.17%；医疗卫生支出占
比有所减少，从 2016 年的
10.4% 减 少 到 2017 年 的
10.18%。

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显著增长

报告显示，河南省城市
宜居度稳步提升、整体向
好。测算结果表明，河南省
居民整体生活在比较宜居的
环境中。

在 城 市 总 体 宜 居 度
上，焦作、济源、洛阳的宜
居度得分位列前三名，分
别为82.4、80.7和 79.7。之
后排名依次是漯河、许昌、
鹤壁、开封、三门峡、安阳、
濮阳、郑州、新乡、南阳、驻

马店、平顶山、信阳、商丘、
周口。

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调查发
现，近几年来河南省城市居
民幸福感有所提升并趋于
平稳，今年与去年基本持
平。数据显示，2018 年河
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感平均
分为 78.41（满分 100分），
处于比较幸福状态，与去年
基本持平。近年来，河南省

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得分由
2015 年的 72.63 分增加到
2017 年的 78.71 分，再到
2018年的78.41分，河南省
城市居民幸福感处于有所
提升并趋于平稳态势。

其中，漯河、驻马店、安
阳三市居民幸福感得分最
高 ，分 别 为 82.25、81.90、
80.77。此外，南阳、开封两
市居民的幸福感较高，都在
80分以上。

焦作、济源、洛阳三市宜居度得分位列前三名

AI时代，人们该如何
顺应潮流，进行学习升
级？《学习的升级》这本书
给出了答案。

此书认为当下教育面
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
教育者仍在用过时的方
式去教育伴随数字化长
大的孩子。所以，摆在教
育者和家长面前最急迫
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技
术和对学习的研究，去创
造个性化学习体验，以更
好地满足学生。这部堪
称“技术解锁教育”的开山
之作，力图在AI时代用数
字的方式让这代孩子实现

“学习的升级”。无疑，这
是AI在教育领域掀起的一
场大革命。

在这本书中，约翰·库
奇分享了 50 多年的“教

育+技术”跨界研究经验，
全面论述了为什么要对传
统的学习动机、学习模式、
学习场景等进行升级，以及
如何将科技成果和新的教
学理念与实践应用到学习
的升级中。他指出，在学习
中要做清晰的地图式扫描，
专注修补“残缺的柱子”，动
态地去规划学习。通过因
人而异的查漏补缺，在点滴
进步中促进大成长。

在《学习的升级》一书
的创作过程中，松鼠AI创
始人栗浩洋补充了大量的
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在中国
实施的案例。值得一提的
是，栗浩洋曾经是郑州市
优胜路小学的学生，后进
入上海交通大学少年实验
班学习，他是《学习的升
级》中文版合著者。

教育大咖来郑论道
教你开启未来学习的“升级之路”

▶AI时代到来，未来的教育是否会真正进入教
师与人工智能协作共存的时代？该如何实现个
性化教育、包容教育、公平教育与终身教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7月14日，苹果第一教育副总
裁约翰·库奇来到郑州，与学生和家长们一起开
启未来学习的“升级之路”。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张静 实习生刘晓晴

参加本次新书签售会
的大多是对“智适应教育”
这一教育革新理念非常感
兴趣的学生、家长和教
师。他们大多数是慕名而
来，在子女和学生的教育
问题上，他们几乎都面临
着不小的困惑和挑战。他
们想要了解新型学习模
式，在新一轮洗牌中抓住
机会，进行学习升级。

约翰·库奇认为，在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该
是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千
人千面”式的个性化学
习，让 AI 为每个孩子推
荐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
实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无
限可能。

栗浩洋表示，“人工智
能+教育”，是未来教育的
新契机，松鼠AI的目标是
做出一个集合孔子+达·芬
奇+爱因斯坦的超级AI老
师。人工智能当然不能完

全替代老师，学习并不是
一个可以完全靠AI去解决
的事情。AI取代的不是教
师而是教学，因为传统教
育从业者对学生的情感沟
通、性格塑造是完全无法
取代的，AI教育也让老师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
到育人上来。

栗浩洋说：“教育一定
不能是黑匣子，必须是公
开透明的。不能像中医的
疗法一样，诊断后只是得
出诸如亚健康转态类的笼
统结果，要知道具体问题
在哪里。”他认为家长不可
一味追求孩子进步的速
度，而是要着重了解AI得
出的学习报告的实际情
况，战略放弃不是自身知
识水平线的知识点，其余
的对症下药、日积月累达
成大的进步。他的观点，
也引发了现场500余名家
长的共鸣。

AI能真正做到个性化学习因材施教

AI时代这本书教你用“技术解锁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