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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三角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长三角地区正成为数字产业化示范者、产业数字化领跑者、数字化治理推动

者、数据价值化探索者和新时代数字贸易践行者，数字经济新优势成为推动长三

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动力，为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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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

占区域 GDP比重约为 44%，占全
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约为 28%，

其中数字产业化占比达 26%，产
业数字化占比达 74%。 长三角‘三

省一市’ 数字经济增速均高于同
期 GDP增速 5个百分点以上，数

字经济在第三产业渗透率均高于

40%。 ”

———日前， 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和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联
合发布 《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报
告（2021）》。

“以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已延

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

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

领域，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自
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经济数

字化转型的强劲引擎，加速推动科
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副理
事长、 上海市质量管理科学研究
院党委书记孟祥生表示， 要提供
更多“点菜式”“个性化”标准创新
精准服务， 携手助推上海和长三
角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共同打造
同频共振、 万马奔腾的数字经济
新高地。

“无锡将依托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的先发优势， 加快推进经
济、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全力

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示范城市。 ”

———2021 无锡（杭州）数字
经济交流合作洽谈会日前举行，

无锡市代市长赵建军表示。 数据
显示， 无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
模突破 5500亿元。

“信息时代下，浙江山区 26

县和杭甬等大城市在网络条件
下时空的机会是均等的，随着数

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改
革的不断深入，数据越来越成为

重要生产资料，26 县的发展模
式也将重新定义，赢来新的发展

机遇。 ”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副院长兰建平表示， 在数字化时
代，借鉴城市大脑、产业大脑的做
法，通过“乡村小脑”、数字治理等
方式，用数字化赋能新农村建设，

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目前安徽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还不足 35%，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仍需进一步扩大规模。因

此， 建议科学布局省域数字经济

发展，推进省内全域一体化，打破
皖北、皖中、皖南等板块的地理分

界和行政壁垒， 积极探索跨区域
融合联动发展新路子。 ”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仁发认为， 应加大安徽落后地
区 5G基站、 大数据中心等新一
代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在经济恢复期，除了继续保

持财政、 金融政策和就业政策对
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外， 更重

要的是稳传统、创新兴两个方面。

稳传统， 即重在保护传统商业系

统的完整性和再塑生机；创新兴，

即充分发挥平台经济优势， 最大

化地创造多样丰富的数字化就业

机会。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 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认
为，数字经济是推进我国新发展
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与
创新引擎，更是解决大学生就业
难、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升
的重要途径。

“必须推动数字经济平台和
政府、教育机构共同合作，以发挥

数字平台用户、技术、数据等方面
的优势， 提升教育培训的效率和

针对性。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勇坚认为， 数字经济带来就业
结构的变化，要求政府、大学、企
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 推动针对
其数字技能进行系统的持续教育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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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 正带着一群退役军人在革命老
区创业的江苏盱眙黄花塘老营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海林，专程赶回上海，参加
杨浦区慈善义卖主题活动，他们种植的“老营
捧捧香”淮安香米等农产品很受欢迎，义卖所
得将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30年前， 蔡海林从江苏省洪泽老家去部
队当兵，先后在河南、上海服役。 从正团职岗
位上退役后，他投身申城经济建设，后又反哺
家乡，在苏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旁 2400 余亩
的土地上，开辟“老营”农场，种下绿色菜放心
粮，带领革命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 老营稻米被评为“江苏好大米金奖”

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1991年 12月，蔡海林穿上

军装，入伍报效祖国。2001年 9

月，蔡海林被河南郑州雷达部队
推荐至上海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

院上海校区参加半年业务培训
班，从此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因学习期间表现突出，且有
丰富的基层部队工作经历，蔡海

林被上海校区作为优秀人才，留

校任职，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不论
在基层当参谋、干事、学员队干

部，还是到机关当秘书、科长，他

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
修养和水平。

在任学员队干部期间，蔡海
林从小事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

要求学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做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组
织学员关心照顾杨浦区社会福利

院孤寡老人，定期看望送上温暖，
续写了“九十九个儿女三个妈”的

爱心故事。
2016年 3月，蔡海林转业，

他选择自主择业，注册了一家供

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为

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总

裁班和私募班的学习，并被推荐
为班长，组织筹集 10 余万元善

款，资助贵州毕节小学贫困学生
学习，为小学修建篮球场，改善教

学设施。

回老家打响新的战役
2017年底，一次回老家洪泽

探亲时，蔡海林去到仰慕已久的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观，

深受触动。“黄花塘是一块红色的
土地，陈毅、叶挺、项英、粟裕、彭

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浴
血奋战过，然而，这里人民的生活

依然不富裕，尤其是部分老兵，家
庭条件比较困难。”

蔡海林决定：到老区来开
辟新战场，带领战友和群众创

业致富。
在同为退役军人的妻子支

持下，蔡海林在黄花塘扎下了
根，还召唤了刘保权、王征宇、陈

海波等 6 名事业有成的退役军
人，他们是当年和蔡海林一起当

兵的战友，听到集结令，分别从
河北、浙江、湖南等地赶来，选择

在全镇最穷的芦沟村流转土地

2400亩，成立了老营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大家像当年的新四军一样，
住进了简陋的农舍中，和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对田园进行了整
体综合治理，改变了过去“肩挑人

背板车推”的传统农耕方式。通过

修路建渠、集中平整、土地连片、
沟渠纵横，使其能适应机械化耕

作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
提高，各类智能化农业机械在这

里得到广泛应用。在老营的现代
化农业基地里，植保无人机在麦

田里作业、工作人员驾驶全自动

喷杆式高效植保机在田间操作、
农民驾驶收割机收获水稻。

蔡海林还邀请上海交通大

学专家，专程到黄花塘献计献

策，提供了稻鱼、稻鸭、稻虾、稻
蛙、稻蟹、稻蟾蜍、稻鳝等多种种

植模式，并与老营结成合作伙伴
关系，在校企、校农合作发展上

探索新路。

再创业探索共同富裕
2018 年是“蔡团长”创业的

第一年，老营公司创水稻平均亩

产 1200斤的好收成，收获小龙虾

12 万斤、鸭蛋 6 万斤、试种羊肚

菌 10亩。生产的老营稻米，当年
被评为“江苏好大米金奖”。

老营公司发展现代农业，在
这个村里流转土地后，使农民有

了一笔收入。同时，公司在用工方
面首先向本村村民倾斜，解决了

该村 300多人的就业，直接受益

者就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在家门
口就业，一手拿租金，一手拿薪

金，家家的收入都提高了。现在，
卢沟村的村民全部住进了宽敞明

亮的新楼房。
蔡海林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也

辐射到了周边的农村。和芦沟村
紧挨着的岗村、绿化村也在老营

带领下，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蔡海林在岗村投资 500万元建设

的菌种厂，吸引该村 100多户种

植，鼓了村民的“钱袋子”，也丰富
了市民的“餐盘子”，把绿色优质

的食材带进上海，端上更多市民
的餐桌。

2019年，蔡海林被中共盱眙

县委授予“绿色发展贡献奖”；
2020年，他被评为江苏省乡土人

才“三带”能手，并在淮安首届退
役军人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蔡团长”打响红土地 战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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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红 色长三角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