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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青联﹝2025﹞10号

各市团委、教育局、科技局、外办、学联，各高校团委：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促进

人工智能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深度融合，培养一批既懂人工智

能技术又熟悉行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外办、省学联共同决

定举办 2025年“星火杯”大模型应用创新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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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竞赛组织

本届竞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人工智能产业

推进组办公室）、省外办、省学联、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主办。竞赛成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竞赛的组

织、宣传、活动安排和会务等工作；由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牵

头成立竞赛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负责竞赛作品的评

选审定工作。

二、竞赛任务

面向全球高校大学生，征集基于星火大模型的垂直创新应用。

参赛者可围绕阅读、写作、搜索、聊天、问答等方向，聚焦口语

学习、面试招聘、论文写作、学习笔记等一个或多个大学生细分

应用场景，完成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的应用方案，呈现可演示、

可落地、具备商业价值的垂类产品。

组委会提供星火大模型 API矩阵能力、星辰MaaS平台训练

资源等赛事资源包，选手报名申领一项或多项资源，遵循相关产

品设计、开发规范进行开发。鼓励自由创作，但主题须紧扣赛事

方向。

三、比赛时间

2025年 5至 10月

四、参赛说明

（一）参赛团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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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球高校在校大学生（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

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

究生）。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报名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每支团队不超过 6名学生（含队长），每件作品不超过 2名教师

指导完成。允许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域组队，鼓励并支持中外

青年学子联合组队。

（二）赛事报名

1.作品征集期内，选手须在赛事官网进行注册与报名，签署

选手承诺、填写参赛信息、领取星火赛事资源包，并完成团队组

建。报名截止后不能更换团队名称、队伍成员。

2.组委会对团队进行资格审查，如身份作假，将取消参赛资

格。

3.往届参赛选手允许继续报名参赛，但不可直接复用往届作

品。

（三）赛事资源

1.选手填写报名信息时，根据需求自由选择申领任一或多种

星火资源（至少须包含 1类星火 API资源）。

2.选手必须调用星火大模型 API的相应功能，使其成为作品

的核心组成部分，否则作品视为无效。

3.关于 API资源，选手用参赛账号登录讯飞开放平台控制台

（https://console.xfyun.cn/app/myapp）查看参赛配额。

4.关于 API调用，主办方提供 API密钥获取说明及调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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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选手须保管好个人密钥，且严禁在非参赛场景下使用密钥。

5.关于训练资源，选手用参赛账号登录讯飞星辰MaaS平台

（https://training.xfyun.cn/modelSquare）查看使用。

6.如需更多赛事资源，可发送邮件至组委会邮箱

（AlCompetition@iflytek.com）申请增量，注明队长姓名、学校、

作品名称、APPID。

五、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要求

1.参赛信息（命名【01-参赛信息】）：登录星火杯 PC端官

网，点击下载参赛信息表，准确填写参赛信息。

2.应用方案（命名【02-应用方案】）：项目背景、项目阐述、

产品功能、技术方案、运行效果、迭代计划、应用价值、商业模

式及团队介绍等。PPT或 PDF格式不超过 100MB。

3.演示材料（命名【03-演示材料】）：产品 demo/链接及使

用说明、演示视频（内容可脱敏）。

4.项目代码（命名【04-项目代码】）：应用程序源代码、必

要的编译产物和依赖库、程序运行指引文档 README等，确保

可复现。

5.其他材料（命名【05-其他材料】）：辅助评审过程的材料，

不限于数据集、测试报告、图片等。

（二）作品提交要求

1.队长在各阶段截止日期前提交比赛作品。初赛须完整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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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项必选材料，第 4-5项材料上传可视为加分项。复赛晋级

选手须完整提交第 1-5项材料，其中【1.参赛信息】团队信息与

初赛保持一致。

2.各阶段材料均压缩为一个 zip文件由队长提交，命名为【星

火杯-院校名称-队长姓名-团队名称-作品名称】。

3.赛程期间参赛团队均可在不改变作品名称和主要功能的

基础上，持续推进作品迭代升级，赛程中最后一次提交的作品为

最终参赛作品。

4.评审期间参赛团队须按照评委会的要求补充提交作品有

关材料。所有已提交的作品材料原则上不予退还。

（三）原创性说明

选手需自备开发应用所需的相关数据或运行环境，参赛者对

参赛作品须享有完全知识产权，确保无权利瑕疵及归属争议。不

得与目前已发布的各类产品、系统、平台雷同，不得抄袭他人作

品，否则取消参赛资格。若由此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者自行

承担。

六、赛程安排

本届竞赛分为六个阶段，具体时间以官网为准。

（一）作品征集：5月上旬-7月下旬

初赛期内，参赛选手领取星火大模型能力，进行作品原型开

发，并完成相关材料制作及提交。

（二）初赛评审：7月下旬-8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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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提交的初赛项目作品，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团队进行线

上作品评审与资格审查，筛选出复赛团队。

（三）复赛优化： 8月中旬-8月下旬

50 强团队可在初赛作品基础上进行优化完善，打磨作品，

加速项目商业化进程。

（四）复赛评审：8月下旬-9月中旬

专家将对优化作品进行复赛评审，筛选出 20支团队晋级决

赛。

（五）全球总决赛：9月中下旬（择一天）

决赛团队将于现场进行决赛答辩，阐述开发思路和方案亮点。

决出比赛的一二三等奖。

（六）荣耀盛典：10月下旬

决赛获奖团队参加科大讯飞全球 1024开发者节，展演获奖

项目。

七、评审标准

1.创新水平：项目必须使用星火大模型能力进行大学生垂直

应用场景的创新开发，形成具备特色的产品。

2.技术水平：选手能合理运用星火大模型及其他 AI技术，

并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

3.应用程度：项目具备较高的应用性、可操作性，能够在大

学生领域或行业内快速落地或已落地。

4.商业价值：项目具备商业化的潜力和价值，能够满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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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际应用需求、社会发展需要。

5.作品完成度：项目开发及作品内容达到较高完成度，其余

附件材料也相对完整。

八、奖项设置

（一）荣誉、奖金激励

1.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证书：复赛团队获得赛道入围证书；决

赛团队获得赛道对应名次获奖证书。

2.奖金：赛事奖金池共 20 万元，分别设置一等奖 2 名，奖

金 30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 20000 元；三等奖 5 名，奖金

10000元；优秀奖 10名，奖金 3000元。

（二）资源激励

1.专家辅导

邀请技术领袖、项目导师、投资专家以线上/线下的形式进

行辅导，指导选手项目作品成熟化、商业化。

2.创业孵化

提供优质创业孵化资源包，包括技术资源、创业扶持、资本

对接、星火能力、宣传推广等，助力创业团队成长。

3.双招双引

优质项目优先输送讯飞生态平台、创投机构及政府机构；获

奖且具备落地转化资质的优质项目，将给予创业奖励。

4.项目推广

优质项目将获得专属包装宣传、媒体推广资源，更有机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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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决赛、全球 1024开发者节现场宣传展示。

5.就业服务

讯飞智聘赋能选手高效就业，提供简历生成、人岗对接、面

试服务、入职培训等服务；还有讯飞绿色面试通道等福利。

九、联系方式

团省委学校部

联系人：王艺寒

联系电话：0551-63609726

通讯地址：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 1号省行政中心二号楼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俞慧敏

联系电话：0551-65309365（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微信公众号：AI开发者大赛

官网邮箱：AICompetition@iflytek.com

通讯地址：合肥市高新区讯飞小镇

赛事细则可能会有动态说明及调整，请参赛团队持续关注赛

事官网页面更新，并留意赛事交流群相关通知。

赛事官网：https://challenge.xfyun.cn/xinghuo

附件 ：赛事交流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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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安徽省学生联合会

202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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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共青团安徽省委办公室 2025年 5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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