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
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
这是“全域旅游”首次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将

“全域旅游”列为2017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12个新词之一。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兴起，旅
游成为消费新亮点，而导游队
伍培养是旅游发展中不可缺
少的关键环节。

市人大代表、浙江达人
旅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李晶认为，必须加强导游岗
前培训，提升导游队伍的总
体素质和专业服务水平，致
力于为大众提供更高水平的
旅游服务。

李晶说，随着旅游业态
的发展，旅游产业前景宽

广，旅游市场需进一步规
范，有计划培养高素质的导
游人员。她认为，导游是城
市旅游的一道风景线，不仅
代表着旅游公司，也代表着
一座城市的形象，导游需要
丰富的人文知识素养和应急
处置能力，要熟悉当地旅游
产品、景点内涵和历史故
事，所以多年来她深入各校
区，为即将步入旅游事业的
同学们作出正确的引导。

她建议通过进一步完善
导游人员管理法规，把高素
质的导游人才留在导游队伍
里的同时，加强旅游队伍的
岗前培训，提升专业服务水
平，让游客真正实现从感受
旅游到享受旅游的转变。

记者 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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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升级
的助攻方向，需要大量的高层次
技能人才支撑，没有人才支撑，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建设势必沦为空谈。因此，多位
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加大智能
制造高端人才的培养。

市政协委员、北京大成（宁
波）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杰
认为，人才是提升宁波智能制造
水平的关键。建议依托甬籍院
士，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力争全
国４０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中

至少有一个落户宁波。还要创造
条件，引进制造业人才。加块对
高技能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依
托在甬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宁
波制造”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智能制造能否持续向上发
展，离不开“工匠精神”。李湘
虹委员建议，要建立智能制造专
业人才培训平台，还要实施百名
智造领军企业家“匠心筑梦”培
养计划。在全市制造业重点企业
中选拔一批企业规模大、自身综
合素质高、创新创业意识强的企

业家，纳入企业家培训工作总体
规划，量身定制智能制造培养内
容，让“工匠精神”成为未来智
能制造发展的原动力。

王琦峰委员认为，我市还要
积极引进和培养工业大数据人
才。全面落实人才发展新政，引
进集聚一批工业大数据领域的高
层次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同
时，可引导在甬高校开设大数据
相关专业，建设大数据专业人才
培养基地。

记者 孙美星 林伟

商报讯（记者 林伟 孙美
星）宁波市政协十五届一次全体
会议旁听公民座谈会昨天下午
举行，19位旁听公民联系生活
实际，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意
见。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充分听
取大家的意见建议，旁听公民座
谈会还分设了两个会场。

来自镇海一家企业的高管
周迪锋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第一
个举手发言：“我看到大会发言
材料里提到入围首批示范小镇
中有‘宁波新能源汽车小镇’，我
感到很奇怪：都以新能源汽车为
主题建设了，却看不到新能源汽
车所必须的充电桩建设。”

周迪锋调研发现，我市的各
级政府大院、各大商业广场、各
大酒店和风景区停车场都几乎
没有配套建设相应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市中心只有天一广
场附近的威斯汀地下室有特斯
拉的专用充电桩，非住店客人还
要被收取很高的费用。”

他还提到，除了网点稀少，
我市的充电桩充电价格也比较
昂贵，每度电要1.6元，其中包
括0.8元的服务费。

据他所知，湖北省对本省牌
照新能源汽车实行高速通行费全
免，充电桩充电价格为0.87元/度，
山东为1元/度，安徽为1.1元/度，
山西为0.8元/度，都比宁波低。

他认为，只有推行这样的优
惠政策，增加充电桩的建设，才
能让更多的市民选择购买和使
用新能源车。

社科院经济所的丁乐同样
关注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他
每天上下班都坐轨道交通，从家
里到西门口地铁站，会选择自行
车。为此，他申请了公共自行
车，以及摩拜、Hellobike和OFO
三种共享单车，共付了800元押
金。

“能不能把这些共享单车和
公共自行车搞成一个联盟，我只
要付一笔押金就能租用任何一
个品牌的共享单车。”同时，他希
望有关部门能把共享单车的押
金监管起来。

对于医改，也有不少旁听公
民表示了兴趣。宁波教育学院
的何赟认为，我市推出的家庭医
生服务非常好，但市民对家庭医
生服务知晓率还比较低，认可度
也不高，导致签约家庭医生的意
愿不高。

为此，她建议，社区医院不
要被动等居民去了解，而要主动
宣传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工作
范围及职责等。此外，还要完善
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信息
管理系统和互动平台建设，这样
有利于家庭医生和签约居民及
时、便捷、有效地沟通。

怎样打通宁波企业
迈向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
政协委员为宁波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出谋划策

宁波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民营企业多，中小企业活力强。但也
存在产业层次较低、创新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急需
转型升级。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要怎
样提高智能制造水平？怎样才能打通宁波企业迈向智能制造的“最后
一公里”？政协委员从人才培养、政策扶持、大数据支撑等方面入
手，纷纷为宁波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出谋划策。

去年，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花落宁
波，宁波吹响了向智能制造转型
的号角。

今年以来，随着中芯国际集
成电路项目、苏氏精密铸造等一
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海尔凤凰
阿里跨界融合创新中心、百度大
数据等创新项目陆续落地，宁波
的智能制造初现成效。来自市经
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一批试
点示范项目的带动下，全市规模
以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1.1%，占比达到
47.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工同

比下降了8.3%。
成绩虽然突出，但痛点依然

还在。市工商联经过调研后发
现，目前我市不少企业还存在自
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在很多
领域重要装备和制造过程尚未掌
握系统设计与核心制造技术。高
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
人，成为制约宁波制造业智能化
水平的一大痛点。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离不
开政策和金融服务的支持。市工
商联建议，完善政策措施，优化
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架设智能制造绿色融资

通道，大力发展设备融资租赁业
务。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围绕

“专、精、特、新”，积极扶持一
批掌握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显著的智能制造企业。

市政协委员、民建宁波市委
会秘书长李湘虹则建议，政府应
该对智能制造的领军企业在政
策、项目、土地、融资等方面进
行倾斜，包括研发机构的经费资
助、人才引进培训经费资助、帮
助解决融资困难等。对千亿级龙
头培育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技术开发费、企业所得税加
计扣除等政策。

宁波传统制造企业应该如何
突破多而不强，大而不精的发展
瓶颈，向智能制造转型？这是不
少企业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多位委员在提案中聚焦工业
大数据，认为这才是传统企业转
型智能制造的“金钥匙”。市政
协委员、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
子商务学院副院长王琦峰认为，
无数据不智能，工业大数据已经
成为推进智能制造的核心驱动
力。

宁波发展工业大数据，具有
良好的政策优势和产业基础。宁
波制造业发达，智慧城市建设和
两化融合国内领先，阿里巴巴、
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都先后
在宁波建设大数据基地。但与制
造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
市工业大数据应用和发展存在数
据核心技术和标准体系缺乏、工
业企业内外部数据集成能力不

足、工业大数据的服务能力薄
弱，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

市工商联经过调研发现，我
市的工业大数据中心建设亟待加
强。从宏观来看，尽管政府、社
会、企业协会等建立并开放了不
少大数据平台，但这些数据平台
大多缺少数据分析和挖掘功能，
各平台之间的数据也难以互联互
通和资源共享，数据本身的价值
和能力尚未通过服务化方式开放
出来。从微观看，目前很多企业
对数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
企业缺少产生数据的传感设备以
及产品、收集和传输数据的途
径、整合和处理数据的平台，数
据综合集成与开发能力较弱。

加强我市工业大数据顶层设
计迫在眉睫。王琦峰委员建议，
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工业大数
据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制定宁波
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技术路线图，

大力引进国内外工业大数据领域
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公司，突破大
数据的行业应用关键共性技术。

要扩大工业大数据的应用范
围，还要积极培育工业大数据服
务平台，提升工业大数据服务水
平。王琦峰委员建议，支持建设
一批工业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依托BAT大数据平
台和技术，推进我市特色产业和
园区的工业大数据应用；还应该
大力发展工业大数据评估、数据
估值和数据交易等第三方服务。

李湘虹委员认为，要推动我
市制造业领军企业与杭州优秀互
联网企业的深度合作，牵手杭城
互联网专家，加快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
管理和营销模式的变革。

高端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怎么办？
政府补贴要对“专、精、特、新”智能企业倾斜

传统制造业转型智能制造的“金钥匙”在哪里？
利用工业大数据驱动智能制造转型

发展智能制造人才紧缺怎么办？
与院校合作加大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力度

付一笔押金，
能否租用多种共享单车？
旁听公民也来建言献策，建议提得很实在

市人大代表李晶：

导游代表城市形象
加强旅游队伍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