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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高质量的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治

理。当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市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以数据治理为

主线，加快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促进

重点领域发展？市数字经济局大数

据产业科副科长、数据专班负责人何

洋接受了笔者采访。

“为提升宝鸡市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平台汇集数据质量和应用效率，发

挥政务数据作用，市数字经济局围绕

数据要素的治理、共享和应用做了大

量工作。”何洋说，截至目前，平台共

汇聚接入市、县两级 211个部门 1140

类 1.09 亿余条库表类数据、7703 条

文件类数据，争取到国家及省上 38

个部门共 330 个查询服务类数据接

口使用权限，为全市政务服务及各项

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基础

保障。已通过试运行正式上线的系统

有“宝鸡市动态人口分析系统”“宝鸡

市企业数据库及服务系统”“宝鸡市

证照电子化”等。

何洋表示，为加快全市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数据要素

配置效率、激发经营主体活力、释放

数据要素价值，市数字经济局结合

实际，出台了《宝鸡市一体化政务大

数据体系建设阶段性工作方案》《宝

鸡市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

方案》《宝鸡市数据要素管理暂行办

法》《宝鸡市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和规范制度。

方案和制度出台的核心是明确重点

任务与发力方向，同时在加快构建

标准统一、共享充分、管理协同、安

全可靠的全市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

系、保障数据安全等方面给予规范

指导。

“方案和管理办法的发布，是为

了落实中央和省上对于数据要素潜

力挖掘和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

总体要求，也是为了构建完善我市数

据基础制度，更好地将价值挖掘和数

字安全统筹起来，稳步推进数据要素

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何洋说，下

一步，市数字经济局将积极响应国家

“数据要素×”行动，结合我市实际，

推动以打造“数据要素服务基地、数

字产业集群和应用场景创新标杆”为

核心的“关天数谷”项目建设，在智能

制造、智慧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旅游

等方面充分挖掘数据要素潜力，发挥

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培育新质生产

力，使数字经济提质增效，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奔腾翻涌的数字浪潮，激荡着“数字宝鸡”

阔步前行，在 2023 年的发展答卷中，留下一个

个铿锵印记：我市 5 个数字经济案例荣登全省

数字经济典型示范案例榜单，是入选项目和涉

及类型最多的地级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连续

两年获评全省第一；全国首家市级视觉超算中

心落户宝鸡；成功举办 2023 智能传感器产业

发展大会，实现引资 23.2 亿元；全市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预计为168亿元……

围绕数字经济发展，今年市数字经济局以

重点项目为支撑，不断探索“数字+”新模式，全

力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在推动数字赋能高质量

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让“数字宝鸡”建设彰显澎

湃动能。

上宝鸡   奋进有
——我市 2023 年数字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胡红玲

锻造引擎  筑牢硬支撑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

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更是将数字

经济的发展提至重要高度。

围绕我市数字经济未来发展，

市委书记杨广亭在全市数字经济发

展座谈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围绕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

系统评估，加快制定本区域本行业

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行动方案，不断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努力塑造

宝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

长王勇在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积极开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加快重点产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大数字经济牵引力。

按照中央、省委部署，市委、市

政府要求，市数字经济局迅速行动，

牵头制定了《宝鸡市“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宝鸡市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等纲领性文件，明确以项目为“强引

擎”“硬支撑”，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

数字经济发展谋篇布局。

抓项目先要抓招商。2023 年新

年伊始，市数字经济局主要领导就带

领市级相关企业负责人赴厦门，在参

加第二届千兆城市高峰论坛期间，开

展数字经济考察招商推介活动；随后

又带领各县区大数据发展服务局、工

信局及相关企业负责人，马不停蹄到

上海、沈阳、重庆、贵阳等地，深入了解

数字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沿动态，

与专家、当地企业负责人就园区总体

规划、项目建设、配套设施、人才引留

进行沟通交流，并推介宝鸡数字经济

发展优势，先后对接洽谈了数字经济

领域和传感器产业链上20余个项目。

在加快“走出去”招商的同时，不

忘加大“向上争”的力度。利用周末，市

数字经济局主要领导带领局相关科室

负责人，赴工信部、国家数据局、国家

信息中心、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开

展汇报对接和招商引资工作，为我市

在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网络部

署、平台建设、融合应用等方面，争取

到国家部委的关注和支持。

大招商孕育新希望，大项目预示

大发展。在西府大地上，一场令人瞩

目的 2023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

为我市引来无数“金凤凰”。大会吸引

全国 182户企业、24家科研院所 402

人参会，当会签约总投资 23.2 亿元

的 8个项目，推动前三季度全市 19户

重点传感器企业发展，预计实现产值

25.32亿元，同比增长 12%。

一个个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大

项目纷纷签约落地。作为全国首家市

级视觉超算中心的宝鸡视觉超算中

心，总投资 10 亿元，承载着为“东数

西算”提供视觉算力的重任，目前项

目已完成 72台智能模块DC仓安装，

视觉超算警务平台已投用；数字经济

产业园项目已列入国家重大项目库，

2023 年宝鸡云计算中心专项债项目

已获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总投资

15 亿元的宝鸡移动数据中心暨生产

调度用房项目已完成地表拆迁工作，

开工在即……

一系列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规划、

扶持政策，让数字经济的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乘“云”起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数字动力。

用“数”赋能  激发新活力
在数字产业化的推动下，我市加

快“数字+”全领域赋能脚步，推动数

字技术与制造业、现代农业、城市治理

等重点产业、行业深度融合，真正让数

字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关键要素。

在位于岐山县的陕西汉德车桥有

限公司，一个高度灵活、自主可控的一

体化智能网络，正在悄然与企业的研

发、制造、销售、管理融为一体。汉德车

桥在行业内率先上马了大规模智能制

造工厂转型升级项目，确立并实施“自

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三步走战略，公

司获评“陕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其开展的项目获评“国家智能制

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应用，培育造就了一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国家绿色制造、国家智能制

造、柔性制造等优质企业，使工业高质

量发展焕发勃勃生机。

围绕苹果、羊乳、猕猴桃、高山蔬

菜等重点农业产业，我市加快发展智

慧农业，先后建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智慧监管平台、宝鸡农机信息化服务

等8个数字农业项目和20个智慧农业

示范园区，加速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

和流通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如今，在太

白县大湾区绿色蔬菜供应基地里，无

人驾驶农机自动调整方向盘，将旋地、

除膜、起垄一气呵成；在陇县欣绿蔬菜

专业合作社里，智慧农业数据控制展

示中心的屏幕不停刷新，实时显示果

蔬大棚里的温度、二氧化碳含量等指

标，让大棚内果蔬生长环境情况一目

了然；在麟游县欣桥利丰现代农业示

范园内，智能放风机、智能卷帘机、水肥

一体机等设备，连接农业智能化系统，

用手机就能实时远程调控温室环境，

通过“数字+”实现了从会种菜到“慧种

菜”的转变。同时，为了加快推进数字技

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我市印

发了《宝鸡市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推进方案》，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大数据

云平台项目建设，推动县级农业农村

大数据平台应用，全方位、多角度推动

我市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在我市主城区地下，给排水、热

力、燃气、电力、通信等管网设施盘根

错节，管网长度近 4000 公里，其上还

分布着 6.8 万余个检查井。为保证城

市管理有序高效，市数字经济局打造

出智慧地下管网综合管理地理信息系

统，形成了覆盖主城区的“一套标准规

范、一套数据库、七项子系统”的地下

管网全流程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了我

市城镇污水处理质效和城市地下管

网综合管理能力。智慧地下管网综合

管理地理信息系统也成功入选全国

2023 年数字城市论坛数字城市创新

成果与实践案例。

从车间到田间、从制造到“智”造、

从治理到“智”理，“数字+”成为壮大

优势产业、助力转型发展、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的助推器，惠及各行各业，加速

全市“数字+”版图不断扩张。我市也

因此受邀参加了 10月 25日在北京举

办的 2023 年数字经济企业研究成果

发布暨研讨会，在会上分享了宝鸡如

何以数字经济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成功经验。

挖掘潜能  开拓新局面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

生产要素。如何更好地共享数据、运

用数据，构筑数字宝鸡建设新优势，

是当下的发力重点。为此，市数字经

济局把抓好网络布局、政务大数据体

系、数据要素体系等重点工作，与主

题教育和“三个年”活动相结合，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转变干部作风，筑

牢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

促进数据高效使用。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产业发

展的前提。我市启动了千兆城市创建

活动，印发《宝鸡市 2023 年创建千兆

城市实施方案》，全力加速 5G塔类基

站建设。目前已实现市县镇 5G网络

三级覆盖，全市每万人拥有 5G基站

数 13 个，5G用户占比达 28%。城市

家庭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 100%，创建

国家千兆城市的基础不断夯实。

让数据“破圈”、让业务“跨界”，是

数字时代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因

素。抓住“打通省市县、部门与部门之间

的信息共享壁垒”这一重点，市数字经

济局牵头制定了《宝鸡市市级政务信息

化管理办法》《宝鸡市一体化政务大数

据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抓好全市政务

信息化项目的统筹准入工作，并主动

对接争取国家及省上咨询服务类数据

接口使用权限。截至目前，我市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数据交换量累计达到

7.36亿余条，实现了政务信息横向、纵

向的互联互通，为“一网通办”提供了有

力数据支撑。夯实数字底座的同时不忘

强化安全监管，截至目前，市数字经济

局共处理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

管平台问题3795个；市政务外网安全

体系建设入选《2023中国数字化转型优

秀方案集》，为全省唯一入选案例。

10月 15日是宝鸡马拉松鸣枪开

赛的日子，正在试运行的宝鸡市动态

人口分析系统后台，一组组市区主要

街道及各商圈人群流向的实时数据

不断刷新。市数字经济局大数据产业

科工作人员说：“通过分析动态人口

数据，我们不仅能及时了解各区域、景

点、商圈的峰值人数、峰值时间，还能

通过实时人员流向做风险预判，提前

做好交通、消防等各类应急准备工作，

能有效防止因人流密集可能引发的安

全事故，也能为今后完善重大节日、活

动的应急预案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

持。”依托宝鸡市动态人口分析、宝鸡

市企业数据库及服务、宝鸡市证照电

子化等系统，我市实现了从共享数据

到应用数据的升华。

深挖“数据矿”，释放数据要素在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价值，让

宝鸡城市治理亮点纷呈、成绩斐然。依

托大数据分析，不断深化我市“大热

线”改革，归并全市 47条政务热线、整

合 11个媒体留言渠道，构建起一号受

理、全市各级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协

同办理的“大热线”格局。这一做法被

《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等媒体

关注报道，并且市数字经济局主要领

导代表我市在 2023 第五届全国政务

热线发展论坛上进行经验交流。即将

于 12月 28日在北京举办的数智城市

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论坛 2023 年

会上，市数字经济局提交的《元宇宙在

政务领域的应用》《宝鸡市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智能分析系统》作为数智城市

典型案例，将在现场进行展示。一个个

项目落地、一次次优秀经验分享、一个

个经典案例展示，正是宝鸡加快数字

化、智慧化转型的具体实践。

数字潮涌逐浪高，扬帆起航正当

时。“数字宝鸡”正乘着数字经济发展

的东风，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昂

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以高质量数据治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 访市数字经济局大数据产业科副科长、数据专班负责人何洋

赵益

秦川机床总装车间里，工人们通过数控机床加工产品。

陕汽商用车智能化生产线上，工人组装车辆。

吉利汽车智能化生产线上，机械臂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