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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挖掘大数据这个“钻石矿”？
代表委员就发展数字经济建言献策

■两会建言

在市人大代表、宁波华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看来，
宁波是一座非常有品牌意识的城市。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宁波就在全国率先实施品牌战略，先后打
造出雅戈尔、奥克斯、方太、双鹿、海天等品牌。反过来，这些品牌也
打响了宁波这座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

时代在发展，宁波的品牌建设之路如同“逆水行舟”，传统品牌
影响力逐步下滑，新生品牌成长动力不足。最近这些年，宁波鲜少
涉及新兴领域品牌建设，尤其缺乏对整座城市品牌形象的打造。

杨杰代表认为，品牌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标杆和旗帜，展现的是
一座城市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注意力经济时代，城市品
牌更将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文化力和竞争力。“其实宁波已经有很多
无形的品牌，比如新一线城市、世界五大港口、东亚文化之都、爱心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宁波帮、宁波装等。”不过，在他看来，资源太丰
富对城市品牌定位未必是件好事，“资源越多，就越难取舍，也就越
难提炼出城市品牌的精髓。”

“因此，要做‘减法’，总结提炼出最能代表宁波城市精神气质和
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杨杰代表建议。 记者 石承承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于昨天闭幕，今年的两会胜利结束。本
报开设的“请代表委员递句话”栏目也告一段落。从卫生到养老，再
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市民的呼声与代表委员的关注“不谋而合”。

2月10日，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本报推出“请代表委员递句话”
栏目。该栏目创办于2009年，是每年两会期间市民和代表委员相
互沟通、传递声音的“桥梁”。今年的“请代表委员递句话”栏目一推
出，就得到热烈响应，市民纷纷通过本报热线、微信、微博等多种方
式反映问题。经粗略统计，两会期间，本报共收到市民反映的各类
民生热点意见、建议超过50条。

受版面限制，在过去近一周里，本报陆续刊登了7则市民反映
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生问题，包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难”“严禁燃
放烟花爆竹”“增设按钮式红绿灯”“医院陪护市场整顿”“开通无障
碍公交车”“居民区噪音监控”“增加养老机构床位”等。这些市民呼
声与代表委员关注较多的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卫生、养老等民生
保障问题不谋而合。

接下来，本报还将对“请代表委员递句话”栏目中收到的市民反
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梳理、整合，并通过新闻报道或其他途径反馈给
相关职能部门，以期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 石承承

怎样用好大数据？
政府应提供个性化的数据申请开放机制

当前，数字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据已经成为继劳动力、土地、资本、技
术、管理之后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市人大代表、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邱劲锋通过调
研发现，总体来看，目前我市还处于数字化的初期阶段。

“‘有数’是前提，‘用数’才是关键。海量数据的集中只是大数据的形
式，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邱劲锋代表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掌握的
数据信息大多处于不对外公开状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

如何更好地挖掘大数据这个“钻石矿”？邱劲锋代表认为，只有加快数
据开放和流通，才能发挥数字资产价值。为此他建议制定我市政务数据资
源共享和开放的工作计划，建立“依申请开放”机制。“如市场监管类数据、地
理空间数据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仅有
政府主动开放机制, 这是‘为政府服务而非为用户服务’的形式。应该打造
安全且具有个性化的数据开放模式, 让更多数据为社会所用。”

要想充分发挥大数据对经济的驱动作用，需要解决大数据“变现”难的
问题。邱劲锋代表建议，打造全社会的数据共享和交易平台。政府可以牵
头采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宁波数据共享链，让数据的供求双方在链条上相互
授权，自由交易，促进数字资产的自由快速流动。

发展数字经济着力点在哪？
建议打造宁波北部数字经济产业带

宁波要发展数字经济，该如何入手，重点区域在哪里？市人大代表、宁
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建东认为，江北区作为都市工业核
心区域，面临着都市工业二次开发和转型升级的重大压力。建议打造宁波
北部数字经济产业带，引入优质企业资源，将都市工业资源与数字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实现数字产业发展的空间产业集聚及产城融合。

“尽管眼下打造北部数字经济产业带还存在着数字经济概念争议、资源
碎片化、产业主线不清楚等问题，但只要顶层设计定位清晰，聚焦核心产业，
还是大有可为。”柯建东代表建议，把工业物联网产业作为北部数字经济产
业带核心之一，重点发展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工业软件、物联网应用项
目。还可以重点聚焦5G产业、北斗数据应用产业，建好大数据、工业软件、
数字安全这三大平台。

关于创新产业扶持方式，柯建东代表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可以充
分发挥PE（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市场化投资基金作用，把政府直
接奖励转化为政府引导基金前期投入。后期待实际运营有产出后，再把基
金产生的收益在考虑国有资本保值后，将多余收益作为对落户项目企业的
奖励，以减少财政直接压力，优化基金市场化运营引导作用。

宁波如何跻身数字经济一流城市？
筑巢引凤，创建宁波数字经济产业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全国各地高度重
视数字经济产业规划与布局。市政协委员、宁波通商银行行长助理张清和
关注到，杭州早早提出了打造全国数字第一城的口号，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
迅猛。

“宁波产业基础雄厚，企业家思维敏锐，政府营商环境好，这些都是发展
数字经济的有力优势。”张清和委员认为，宁波数字经济产业整体总量小、基
础薄弱，头部引领企业少，整体环境尚不够鲜明和有张力，是发展数字经济
的劣势。

宁波该如何跻身数字经济一流城市？张清和委员的建议是创建数字经
济产业园。

如今宁波各类产业园遍地开花，亟待整合。张清和委员建议，可以在鄞
州、江北、甬江科创大走廊等地先行先试，将现有的电商园区、科创园区、高
端装备制造园区进行改造，升级或改变为数字经济产业园。还可以借鉴杭
州经验，将现有商业楼宇进行重新规划和整合，形成楼宇数字经济产业园。

张清和委员认为，培养数字经济不可能短期见效，但从中长期看，只要
打造好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定能为未来宁波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 记者 孙美星

有人把大数据比作“21世纪的钻石矿”。在全国上下都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的当下，宁波如何在新一轮信息化潮流中抢得先机，掘
得富矿？如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与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多项建议、提案聚焦数字
经济发展。

请代表委员 句话递

市人大代表杨杰：
“做减法”精准定位城市品牌

说起宁波这座城市的品牌定位，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书藏古
今，港通天下”这大气的八个字。但在市人大代表、宁波市新芝小学
校长叶辉看来，这八个字固然精彩，却少了一点点“走心”元素。

眼下，交通越来越发达，观念越来越多元化，“世界那么大，我想
去看看”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如何吸引人们到一座城市旅游，又或
者吸引人才到一座城市就业、安家落户？在叶辉代表看来，最重要
的还是一座城市释放出的对人的情感需求的满足。

“城市形象设计应突出‘一体两翼’，即以港口城市为主体，秉承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主调，同时以‘宜居城市’和‘爱心城市’为
两翼，打出绿色牌和温馨牌。”叶辉代表认为，所谓宜居城市，其内涵
包括环境宜人、物产丰富、交通便捷、物价适中、社会服务完善等多
种因素；所谓爱心城市，折射出的是高素养的城市文明、廉洁公正的
政府机构、包容开放的居民心态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元素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这些元素又
恰恰是宁波的长处。将其作为一张城市名牌，或许比‘书藏古今，港
通天下’更能打动人心。”叶辉代表说。 记者 石承承

市人大代表叶辉：

打好“宜居”“爱心”两张“走心牌”

卫生、养老、城市精细化管理……
市民通过本报传递的呼声
与代表委员的关注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