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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互联网收集全球免费数据资
源，对全样本、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运
算，可为全球水电站、水库提供高精
度、全面、实时、运作成本低甚至免费
的来水预报和优化调度服务的“东方祥
云”项目，日前在 2014 中国“云上贵
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总决赛上独占
鳌头，摘得一等奖——云端大奖。

除了东方祥云，另有货车帮、清洁
未来信息之路、淘数等 25 个项目分获大
赛二至六等奖。这些项目涵盖建筑、旅
游、金融、健康、公共服务等多个大数
据应用领域，均在贵州落地发展，将推
动当地产业升级，甚至颠覆传统产业，
创造新的“风口”。如：清洁未来信息之
路作为一个对海量信息全生命周期 （从
发送、传播到消亡） 智能管控的大数据
平台，其技术能够支持信息生产者直接
管理发出后的信息，并实现对目标内容
的识别及技术删除或恢复。目前，该项
目成果已被工信部“云电视产业链建
设”项目采用。其落户贵州将直接带动
当地每年 100 万台智能终端的消费，产
生百亿元的经济效益。

大数据是国际竞争的前沿地带。早
在去年 2 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就在“守住
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要求下，将大数据
产业定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战略，旨
在以大数据商业模式促进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为经济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

一年多来，贵州省将数据开放作为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关键点，在阿里巴
巴、中软等企业的支持下，去年 10 月

15 日正式运营了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政
府、企业和事业单位数据整合管理和互
通共享的云服务平台——“云上贵州”
系统平台。该平台集聚贵州省电子政务
云、工业云、智慧旅游云、智能交通
云、食品安全云、电子商务云、环保云
等“七朵云”，率先将政府数据迁上云
端，实现部门之间、云长单位之间的数
据交换，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营造
创新环境和释放商业机会，惠及百姓生
活。目前，各数据单位开始尝试定向向
有数据需求的企业开放数据。

贵州省还先后启动了以 701、702、
703 为 代 表 的 大 数 据 基 础 平 台 建 设 。

“701 项目”即国内首个全域公共免费
WiFi 城市项目，于今年 2 月正式开工建
设，三年内将实现无线 WiFi 全城覆盖。

“702 项目”即全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项目，于去年 12
月启动，待正式运营后，将实时公开交
易所的大数据交易额、交易单数、交易
趋势等。“703 项目”即大数据与金融投
资市场项目，于今年 3 月启动，主要以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和政府强制公
开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创业企业
寻找创新商业模式，引入 PE、VC、天
使投资等资源，对接大数据种子企业。

数据表明，一年多来贵州大数据产
业迅猛发展：该省大数据信息企业多达
1700 多家，去年该省大数据信息产业实
现规模总量 1460 亿元，同比增长 62%。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27.3%，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增长 49%，通信和广电

网络增长 43.3%。该省去年电子商务业
务量达 160 亿元，信息类产品销售额达
130 亿元，以增值服务、配套端产品制
造为主体的大数据产业收入达 165 亿
元。贵阳市作为贵州省大数据信息产业
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去年 4 月被中国
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授予“最适合投
资数据中心的城市”称号。

如今，对贵州发展大数据情有独钟
的不止阿里巴巴，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中
心都已落户贵州，总投资达到 120 亿
元，建成后拥有 10 万个机架，服务器超
过 200 万台。京东电商产业园、华为西
南物流园等重大项目也签约贵州。

未来三年,贵州省将通过“内容中心
—服务中心—金融中心”产业路径，推
动大数据产业实现数据到金融的价值转
化。2015 年力争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大
数据内容中心，争取一批国家级、行业
级、国际知名、龙头企业数据中心集聚
贵州。2016 年力争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
大数据服务中心，在拥有数据资源的基
础上，培育集聚一批开展数据分析、提
供数据服务的增值服务企业，形成“立
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东盟”、提供大
数据服务的优势产业集群和数据服务中
心。2017 年力争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大
数据金融中心，开展数据交易和结算，
形成数据商品化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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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上 贵 州 ”领 跑 大 数 据 产 业
本报记者 李佳霖

4 月的山西，乍暖还寒，当地
众多小微企业却已感受到减税政
策的春风吹来的阵阵暖意。

今年初，国家出台小微企业所
得税减税再扩围政策，助力小微企
业快速成长。记者在山西和合丰润
暖气片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原材料
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
响，去年以来，企业的生产经营经
受了严峻考验。新政出台后，该公
司正好在此次减税政策范围内，仅
此一项一年就减免税收近 1.3 万
元。经理杜鹏高兴地说：“减税减轻
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扩大再生
产的能力，真是给小微企业送来了
大礼包！”

“减税政策扩围，给我们公司
带来了不少实惠。”在太原市迎泽
区经营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李女士
告诉记者，按照新规，她的企业每
年可以节省 2.4 万元，她计划将
这笔资金用于扩大经营和改善员
工福利。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成长中的小微企业频现发展
压力增大、利润水平下降的烦恼。
减税政策对当地小微企业可谓雪
中送炭。”山西省国税局副局长张
有乾说，财税金融扶持政策“呵护”
小微企业由弱到强，让小微企业成
为经济发展大潮中的生力军。

记者了解到，为把政策“大礼包”及时发送到小微企
业，山西省国税局启动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工作
机制，构建统筹协调、督促检查、跟踪评估、责任追究的工
作格局。同时，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纳入
绩效考评，确保每一户小微企业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

数据显示，2014 年山西省享受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
达 2.6 万户。以 2014 年全省小微企业构成情况进行静
态测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围后，2015 年全省
新增享受减半征收政策的纳税人 715 户，可多减免所得
税近 1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
日前，江西、湖南召开两省合作交流座
谈会，双方就携手推进长江经济带战
略、奋力推动赣湘深层次合作达成广泛
共识。

近年来，赣湘两地以中部崛起和泛
珠区域合作为契机，许多合作早已开
始，目前在江西发展的湖南人已超 40
万人，兴办企业 8000 余家；在湖南发
展的江西人达 35 万人，兴办工商业企
业近 7000 家。但两省仍存在产业同质

化严重、城镇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合作
发展路径不够明晰等问题。此次两省开
展交流，旨在积极从行政层面搭建合作
平台，着力解决合作的体制机制问题，
促使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蓝图
尽快变成现实。

座谈会上，赣湘两省从省级层面设
计上明晰了合作具体路径，勾勒出共赢
的前景。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指出，应建
立定期会商机制，研究解决长江经济带
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国家规

划合作项目沟通协调，携手推进国家战
略的贯彻实施。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指
出，要在交通、产业、市场和开放等方
面实现协同发展、融合发展。

此次会谈签署了 《进一步推动湘赣
合作框架协议》 和 《共建湘赣开放合作
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等合作文
件，明确了两地将对产业格局和城市布
局进行同步调整，使赣湘合作对接工作
更精细。

根据 《共建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两省将按照“规划
对接、交通互联、产业协作、服务共
享、生态同护、政策共用”的思路，探
索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和江西赣西地区共
建开放合作试验区，打造跨省区域合作
示范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区、
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不断增强赣西地
区与长株潭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两省
在更大区域、更宽领域进行深化合作积
累经验。

记者了解到，规划建设的试验区范
围包括江西省萍乡市、宜春市、新余市
和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按
照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双方近
期选择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与
湖南省醴陵市东富镇、江西省上栗县金
山镇与湖南省浏阳市大瑶镇的接壤地带
规划一定区域作为启动区。试验区将被
赋予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可依法依规在
产业、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开展先
行先试，支持园区企业共享资源枯竭型
城市可持续发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
配套改革等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两省
企业入驻产业园区投资发展。

推动试验区发展，加快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迫在眉睫。为此，两省将共同推
进修水至平江等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在
产业对接领域，试验区将着力推进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
物医药、陶瓷、商贸物流、烟花鞭炮、文化
旅游等产业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
作、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在两省签署的文件中，还提到了共
建赣湘旅游经济圈，加强江西大井冈山
旅游圈与湖南大湘东文化旅游经济带的
融合等。

赣湘共建开放合作试验区
覆盖湖南长株潭地区和江西赣西地区

湖南、江西两省日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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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权力清单平台上线试运行
11家单位参与

本报合肥 4 月 20 日电 记者文晶、通讯员黄学华从
安徽省发改委获悉：安徽省政府权力清单运行平台今天
正式上线试运行。

据了解，此次上线试运行的是政府权力项目库、政务
公开服务平台和政府权力网上运行办事平台。参加试运
行的共有 11 家单位，即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环保
厅、省交通厅、省文化厅、省质监局等 6 个省直厅局，以及
合肥、亳州、蚌埠、滁州和芜湖等 5个试点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试运行的
一个月时间内，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公众只需要登录安徽
省电子政务大厅，就能轻松查看安徽省省级政府部门和
试点市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涉企收费清单。试点单
位政府权力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流程、办结时限、所需
材料等信息，也可以足不出户实现在线申报、在线查询办
理结果。

4 月 18 日，山东邹城市三十米桥上跨铁路立交桥全

线竣工通车。该桥的贯通，将使被京沪铁路分割的邹城

市中心市区和兖矿集团所在的西部城区有机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解决每遇汛期强降雨天气，该市下穿铁路桥积

水交通中断问题。 本报记者 郭存举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广西
壮族自治区发改委获悉：今年，自治区
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共 692 项，涉及
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保、民生及社
会管理等领域。为此，广西将建立重大
项目审批核准快速通道，推行网上并联
审批核准、创新投融资渠道，设立多个
基金等措施，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建设。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推进重大项目
进展，广西加快推进重大投资工程包项
目建设及储备，在精准对接国家重大工

程包的同时，研究推出广西的重大工程
包。同时在区市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强化重大项目用地、环评、资金
等 要 素 保 障 ， 组 织 重 大 项 目 集 中 开
竣工。

在投融资方面，推动政府融资创
新 ， 加 快 珠 江 — 西 江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
PPP 合作创新基金和广西城镇化发展基
金筹备设立工作；积极推动政府和社会
资本的合作 （PPP 模式），鼓励企业发
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城市停车场
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等专

项债券，争取全年获国家核准全区企业
债券 80 亿元；研究制定财政性资金支持
重点产业的管理办法等，发挥好政府资
金的放大效应。

此外，日前 2015 年央企广西行暨合
作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签订了
战略框架协议，各市、县 （区）、企业
38 家单位与 44 家央企签署了 50 个项目
合作协议。

截至目前，共有 56 家中央企业与广
西合作，投资设立各类企业 507 个，投

资总额 6085 亿元。驻桂央企项目 2014
年上缴税金 270 亿元，直接提供就业岗
位 13 万个。驻桂央企对广西 GDP 的贡
献率为 17%，每年拉动广西 GDP 增长两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12 年以来，广
西共引进中央企业投资项目 320 个，合
同总投资 1007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768
亿元，年均增长 13.8%。

据了解，从 2012 年启动央企广西行
后，央企在桂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合作
范围不断扩宽，推动了广西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

广西建立重大项目审批核准快速通道
与央企签署50个合作项目

近年来，萍乡市不断加快对接融入长株潭步伐，规划建设了 40 平方公里的赣湘开放

合作试验区湘东园区。目前，320 国道经济带(湘东段)累计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20 多

家。图为位于湘东园区正在打造的萍乡陶瓷产业基地。 李桂东摄

本报讯 记者张惠报道：4 月 17 日，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大数据战略重点实
验室最新研究成果《块数据——大数据时
代真正到来的标志》一书，在 2015 贵阳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
贵阳峰会上首发。该书对于块数据之于
未来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分析，对于云
计算领域的预判和布局，极具前瞻性。今
年 2 月 12 日工信部批准贵阳、贵安共同
创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标志
着“中国数谷”在贵阳正式落户。

从 IT 时代迈向 DT 时代，硅谷是 IT
时代高科技技术创新的开创者，数谷是
DT 时代大数据发展的领跑者。块数据
理论成为驱动中国数谷崛起的真正推手，
贵阳站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口上，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正在崛起的“中国数谷”贵阳
创造出五个“中国第一”，即中国首个大数
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中国首个全域公共免
费 WiFi 城市、中国首个块上集聚的大数
据公共平台、中国首个政府数据开放示范
城市和中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

贵阳推进“中国数谷”建设

本报郑州 4 月 20 日电 记者夏先清 王伟、通讯员
王怀涛报道：从今天起，河南省全面实行城乡各类用电同
价。据河南省发改委初步测算，此次电价改革可使全省
县域经济年减少电费支出 34.8亿元。

此前河南省县域工商业、农业生产用电价格远高于
省辖市用电价格。以 10 千伏电压等级为例，县域一般大
工业电价每千瓦时 0.7092 元，比省辖市高 0.08 元；农业
生产电价每千瓦时 0.5842元，比省辖市高 0.109元。

此次河南省城乡各类用电实现同网同价后，全省范
围内将执行同一电价标准、同一电价制度。初步测算，此
次县域其他用电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6.93 分。其中，大工
业用电平均降低 8.33 分，一般工商业用电平均降低 2.43
分，农业用电平均降低 0.145 元；全省县域大工业用电、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年减少电费支出
分别为 22.4亿元、4.3亿元、8.1亿元。

河 南 实 行 城 乡 用 电 同 价
县域经济年减少电费支出 34亿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