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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问题多，AI来帮忙

“学校有哪些区域？”

“杭小易”：“下沙校区、文一校区、东岳校区、下

沙东校区、青山湖校区等。”

“杭电，硬核技术社团多吗？”

“杭小易”：“信息安全协会、ACM集训队、Hel-

loWorld社团、RoboMaster机甲战队⋯⋯”

“杭电伙食怎么样？”

“杭小易”：“食堂数量，杭电下沙生活区共有 7

个食堂。梅花餐厅从早到晚九点多均提供饭吃，其

余餐厅只在饭点提供。菜品种类丰富⋯⋯”

王乙琛说：“和大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问

题，AI回答得都很好。感觉这个‘杭小易’既博学又

健谈。它能让我很快适应大学生活。”

其实，这个叫“杭小易”的新生 AI 问答系统，是

杭电一个叫“杭电助手”的硬核技术社团，在学校老

师指导下，借助通用大语言模型开发完成。

“我们这个社团，特别喜欢‘玩’最新技术。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每一次新技术潮，我们都在本地化应

用上积极开发。”新生AI问答系统开发成员、智能计

算与数据科学专业大三学生王文杰告诉记者。学校

以往开发“智慧上课管理系统”，基于钉钉开发防疫

系统等，都有这个社团的身影。

新生AI问答系统的核心开发人员、计算机专业

的应届毕业生吴骏逸说，今年 3 月份接到学校开发

本地化AI问答系统的任务，自己和团队首先是广泛

了解确定是基于哪个通用大语言模型的框架进行开

发，最后选的是 FastGPT。“我们写了几万行代码，

补上没有的功能，设法让新生和AI的面对面问答流

畅而准确。”

AI很有人情味，坐地铁多少钱也知道

学生开发团队在建立“本地知识库”上花了大量

时间，一方面在学校信息技术中心、学工部、教务处、

后勤等部门帮助下收集“与学生学习生活管理等各

方面的信息知识”，并打好网络安全补丁；另一方面

对知识进行本地化处理，对知识做技术约束，防止回

答问题时“胡言乱语”，尽量使得回答的语言“生动、

形象、吸引人”。

研发团队对参与问答的新生进行了调研，发现

对AI的回答满意率达到80%以上。

新生孔菲表示，杭电“AI 迎新”挺有人情味

的，当问到系统前往学校报到的交通方案时，它

回答得很详细，甚至连坐地铁要多少钱都回答出

来了。

不光可以解决“迎新”问题，当下，“杭小易”新

生 AI 问答系统能力还在提升中。

“杭小易”新生 AI 问答系统开发指导老师李甫

介绍，“未来，团队要让 AI‘自己知道的更多’，这样

就能回答得更好，同时，增强对大二大三大四学生问

题的回答水平，让这一 AI 系统既实用又有趣，还能

有思想性。”

本报讯 日前，潮新闻·钱江晚报、浙江省青年书

法家协会、浙江省硬笔书法家协会、杭州青少年活动

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新苗奖”浙江省少年儿童书

法选拔赛征稿结束。

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努力为浙江省中小学生学习、交流、提高书法技

艺搭建一个常设平台，培养其学习书法的兴趣，促进

全省少儿书法教学得以进一步交流与借鉴，两年一

届的“新苗奖”今年 5 月启动，为期近 4 个月，共收到

全省中小学生近9000幅作品，创下新高。

同学们如此踊跃投稿，让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书法主管、浙江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书

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戴春霞很欣喜：“都说字如其人，

一手漂亮的字能折射出书写人的精神面貌，也能让

一个人变得更加静心、耐心、细心和自信，这恰恰是

孩子学习成长中必备且重要的核心素养。学习书

法，既能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能习得一项终

生受益且能带进任何考场的技能技艺，所以深受家

长和同学们喜爱。”

戴春霞表示：“书法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内

容，国家积极号召‘书法进校园’，身为书法文化大省

的浙江固然义不容辞。书法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一种

很好的形式和载体。而搭建比赛平台是为了动员更

多的青少年书法爱好者参加到书法这个艺术活动中

来，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也正是我们积极举办‘新苗奖’的初衷和一直秉持

的大赛理念。‘新苗奖’作为浙江省少年儿童书法爱

好者的一项品牌赛事，旨在以赛促教，引领推动浙江

的书法教育更上一层楼；以赛促练，发现、挖掘、培养

更多的书法‘新苗’，为书法文化事业的发展输送人

才，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本届“新苗奖”设小学低段组（三年级及其以

下）、小学高段组（四至六年级）和中学组（初中和

高中）。参赛作品主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或歌颂浙江家乡美历代经典古诗词、文赋等。参

赛作品类别是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和篆刻三项。

在审看同学们投稿作品后，戴春霞发现，这次参赛

的作品风格多样，形式丰富，无论从书法的笔法、

结体、章法，还是从篆刻的法、布局、刀法，都能看

出青少年扎扎实实的“童子功”，充分体现出青少

年参赛者扎实的功底、非凡的水平、无限的潜能，

以及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风貌，同时书写

的内容都表现出了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我

想孩子们书写一件件作品、刻制一枚枚印章的过

程就是一次次爱的洗礼的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

了‘日积月累’‘润物无声’！”

由于本次参赛作品量很大，接下来，大赛组委会

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努力认真做好各

项系列工作，拟计划在十月一日前组织完成电子稿

初评工作，公示复评名单。参与终评的作者需要按

时邮寄作品到指定地点。10月底左右，将组织完成

实物稿终评，并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计划于11月

底 12 月初举办颁奖典礼，推出获奖作品展，发布获

奖作品集，请大家继续关注钱江晚报的相关报道。

本报记者 姜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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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24级新生报到的日子，在下沙的校园内一片热火朝天。

怀着憧憬、带着兴奋，同学和家长拎着大包小包踏入校园，开启人生新征程。

可是，炎夏顶着烈日，面对偌大的学校，同学和家长都有些发怵：餐厅在哪里，宿舍在几

层，教学楼有电梯吗⋯⋯

这不，学校都想到了，只见来自金华浦江的杭电大一新生王乙琛不慌不忙，登录“杭电助

手”微信AI界面，选择“新生模式”，与AI进行“面对面对话”。

这是杭电学生自己开发的新生AI问答系统“杭小易”，为的就是不让新来的学弟学妹们

在报到时“晕头转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迎新科技感满满

学生自主研发的智慧系统系统
助新生助新生““丝滑丝滑””报到报到
本报记者 邱伊娜 通讯员 程振伟 胡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