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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晶晶，女，蒙古族，1986年10月出
生，共产党员，现任阜蒙县现代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曾获得辽宁省“优秀共
青团干部”、阜新市“优秀共青团干部”、阜
新市“三八红旗手”、阜蒙县“优秀政协委
员”等荣誉称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群团
社团界委员。

数字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数
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
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
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新时期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要支撑。我国从2017年开始，将数字经
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和产业升级的重大突破
口。2020年省委出台了《辽宁省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纲要》，市委也正在加快推
进“数字阜新”建设步伐。

一、我县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我县在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
我县的电商行业，全县现有注册电商企
业244家，规模较大的有关东在线、九美
食品电商公司、十家子玛瑙等企业。已
在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及本
地电商建设综合性平台7个，平台上架
商品 20000 余种，注册用户 40000 余
人。我县曾与拼多多平台合作，成功举
办了“玉龙腾飞地·魅力蒙古贞”县长带
货直播活动，开启电商扶贫助农新模
式。2020年，我县成功入选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这标志着我县
电子商务发展及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
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在此次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平台充分发挥了
信息聚合、数据共享、资源调配、物资流
转、精准定位、搜索追踪等作用，使“屏
对屏”代替“面对面”，“线连线”代替“手
牵手”，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经济快速复
苏，折射出数字经济的强大发展韧性。

二、我县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经济发展机制不健全。
我县数字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规范化
体系和发展标准尚未形成，数字经济建
设缺少统一规划。数字经济范围较广，
管理部门较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沟通
不畅、管理效率偏低，还没有形成合力，
制约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线上经济与线下经济融合不
够。当前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程度相对
较高，一、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
慢。许多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投入效
果不可预知，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因
此对数字转型发展存在一定顾虑，内生
动力不足，“不敢数字化、不会数字化、
不想数字化”的现象比较普遍。

（三）数字经济人才短缺问题突
出。目前既懂工业又懂数字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引入困难，能同时提供产业应
用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非
常稀缺。各地区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
育才招才引才留才工作还存在一些亟
待改进的地方。

（四）有助于数字经济规范有序发
展的政策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些
单位对公共数据开放不够重视，数据要
素开发开放、共享共用程度还不高，数
字鸿沟、信息孤岛问题仍然存在。在信
息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相关法律法
规的建立和完善还相对滞后。

三、工作建议
（一）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科学谋划

发展布局。
一是科学合理编制发展规划。电

子商务工作作为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
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我县应以发展电子
商务来引领数字经济发展，以我县成功
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为契机，认真分析研究电子商务工作
的优势和短板，明确创建电商示范县的
目标、路径、保障及空间布局，形成工作
合力。二是制定出台扶持数字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
产业平台、项目和企业的扶持力度，在
注重发挥龙头骨干企业作用的同时，高
度重视和支持有技术优势、成长空间、
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鼓励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设备联网上
云，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三是把数字
经济培育和发展作为我县未来新兴产
业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来
抓。成立专门机构，强化组织协调，明
确责任措施，科学谋划我县数字经济发
展布局。

（二）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助力
数字经济发展。

一是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在数字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搭建电
子商务平台，推动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
协同发展，推进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传
统企业的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企业数字
化转型。二是充分利用好国家、省、市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期。利
用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我县核
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重点培育一批数
字化标杆企业，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以点带面，带动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是借助我县
成功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的有利时机，大力实施数字乡村
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快速融合，提高种植业信息
化、畜牧业智能化水平，打造智慧农业，
推进电子商务下乡进村，推动我县特色
农副产品出村进城，走向更大的市场。

（三）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数字经济
核心竞争力。

一是重视和加强数字经济专业人
才引进、培养及培训力度。实施更有力
有效的人才政策，及时解决各层面育才
招才引才留才方面碰到的具体问题，尤
其要注重培养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
的本土人才，为数字产业发展做好人才
储备。二是在全县推广“互联网+一村
一品”大学生电商模式，激发大学生回
家乡创业热情，引领农业转型升级，推
动我县农村电商发展。

（四）推进政府数字赋能，提升数字
化治理水平。

一是打造数字政府，推动跨部门信
息资源归集共享共用，稳步开放公用数
据资源。进一步破解消除数字鸿沟、信
息孤岛，有效激活各类数据资源。继续
推进“一网通办”，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的政务服务平台，推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广
泛应用。二是制定数字经济宣传方案，
广泛开展宣传报道，提高全民的数字素
养。把发展数字经济的能力作为领导
干部的重要要求，同时注重提升企业家
数字素养，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
动力。把增强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放
在突出位置，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出台相关法规、制度，确保数据共享和
安全保护并重。三是加强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管理水平，带动智能制造、智慧交
通、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等行业发展，建
设智慧城市，让大数据发展红利更多惠
及企业和广大民众。

【戴口罩】出门就得戴口罩，还得
带个备用的。

【勤洗手】出门回家要洗手，没洗
别摸眼鼻口。

【少聚集】年前年后少办事，喜事缓
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家庭聚餐不超
过10人；少串门，少聚会，不打麻将不看
戏；赶大集，别拥挤，距离保持超一米。

【讲卫生】随地吐痰不可取，喷嚏
咳嗽挡口鼻；吐痰用纸包裹好，扔进垃
圾桶里去。

【重饮食】进口冷冻食品要注意，尽量
要买国产的；进口要看“四证”全，别为口福
贪便宜；鱼肉蔬菜要做熟，少吃生食保身体。

【快报告】咳嗽发烧赶紧告诉村主
任和社区；不乘公交不打的，一个电话
医护到，专车送你去就医。

【常通风】家里要是有条件，多通
风来多换气；通风注意把暖保，免得感
冒打喷嚏。

【日清洁】保持清洁搞卫生，每天
都得倒垃圾；桌面地面勤打扫，厕所消
毒要牢记。

【配合好】主动配合乡村干部的工
作，有外人，要报告，不造谣也不传谣，
共同来把疫情消。

阜蒙县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

2021年1月19日

家庭个人防控明白纸

【落责任】县乡党委政府、村两委会
是本地区疫情防控责任主体，要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因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造成疫情传播蔓延的，要严肃追责。

【包干制】县干部包乡镇，乡镇干部
包村屯，村干部要包户；网格员、志愿
者，分片包干勤巡逻。

【严进入】外来人，要管好，健康码，
随时扫，登记行程和轨迹，返乡人员需
要7日核酸检测的报告，无法提供居家
14天，严格管理别乱跑。

【强消杀】企业、学校、风景区，农贸
市场、卫生院，民宿、药房、养老院，饭
店、幼儿园，机场码头和车站，出入人员
要严管，定期消毒是关键。公共环境维
护好，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防生变。

【早报告】各级医院卫生室、个体诊所和
药店，发现发烧咳嗽的病人，第一时间管控
好，立即向上级报告，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

【广宣传】大喇叭、宣传栏、标语横幅展
示板、防控知识划重点，入户到人广宣传。

阜蒙县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

2021年1月19日

县乡村疫情防控明白纸
在政协阜蒙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加快线上线下融合促进阜蒙县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
胡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