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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治“数”如治水 解 敏

——专访崇明区委书记缪京

新民眼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昨天揭

牌成立，对于助力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构筑数据
发展领域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公
司总裁朱宗尧将数据比作水系，源
源不断产生的同时也滋润着万物生
长。从小溪小河到大江大海，治数
恰如治水，有存储、汇聚、共享、分级
分类的不同处理环节，也更需要有
治理的标准和规范。
当前，我国正加快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
据的重要性已经与土地、劳动力、资
本、技术并列，对数据资源的掌控能力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
合软实力，是激活数字经济的钥匙。
数据与水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

他们的流动性。数据流动起来才能
释放其真正的价值。《上海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畅通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
流通渠道，引导产业、健康、交通等领
域的一批高价值行业数据进入流通
交易市场。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提高数据要素治理能力，完善数据共
享应用场景授权机制，提升公共数据
的共享效率。让沉淀的公共数据“动
起来”也是成立上海数据集团的目

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推动数据的
汇聚、流通、开发利用。
水资源的利用有各种方式，经

过处理，有的成为工业用水，有的成
为饮用水。而当数据流像水一样流
淌，也不能简单地取之即用，否则就
会像喝了未经处理的污水影响健
康。如果想要数据最大程度发挥它
应有的价值，在使用之前也必须经
过数据的层层处理。例如数据脱
敏，将敏感数据转化为虚构数据，将
个人信息匿名化，为数据的安全使用
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保证数据的
有效性和可用性，脱敏后的数据能

够安全地应用于测试、开发、分析。
“治水”在“疏”不在“堵”，顺着水

的流势，因势利导，强堵的后果只会
导致更大的决堤。数据亦是如此，过
去许多政府数据、国企数据因为技术
和专业的限制，加上屡有发生的数
据泄露事件，不敢轻易地交由市场
主体来开发，许多数据都只能做“内
部使用”，使得数据本身应该被放大
的价值大打折扣，甚至闲置。数据
没有绝对的安全，数据的安全不是
“守”出来的，而是要主动出击，在运
用中发现漏洞，及时加固。对数据安
全的保护不能因噎废食，放弃了对

数据的应用，走向封闭，也不能因为
单纯地看到数据应用带来的前景，
而无节制地滥用，带来重大风险。
上海作为国内乃至全球数据汇

聚流通的重要节点，有责任率先开
展探索。在国家着力推动数据社会
化开发利用的背景下，抓住机遇，打
造以数据为核心业务，立足上海、辐
射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领军企业。
上海具有数据丰富、体量大、应用场
景多的特点，开放规范的数据流通
交易，通过数据的流通交易，将带动
全社会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上海
数据集团的成立也将进一步促进公
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融合，在构建
数据要素市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保障数据安全
等方面都是全新的尝试。

崇明区，地处万里长江入海口，由崇明、
长兴、横沙三岛组成，是上海生态屏障、中国
长寿之乡、国际候鸟天堂。
在崇明区委书记缪京的眼中，崇明是

静谧的、悠然的、从容的，生态立岛是它始
终不变的定力坚守；同时，崇明又是灵动
的、进取的、奋发的，绿色发展是它恒久坚
持的前行方向。在高标准推进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新征程上，崇明正在积极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打造高能级生态、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
效能治理，奋力创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崇明案例。动静之间，回望十年，一
幅壮美的生态画卷一气呵成、惊艳动人；展
望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崇明故事充
满韵味、令人期待。

生态立岛美名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崇明始终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思考

和谋划各项工作的基点，大力实

施“+生态”“生态+”发展战略，抢

抓重大历史机遇，探索生态发展

新路，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

改革发展胜势。

十年间，不少“里程碑”式的

事件和场景精彩纷呈，印证着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事业的蓬勃

发展。其中，有两件事令缪京印

象深刻。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

报告》，充分肯定崇明生态岛建设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作为典型

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向全

球42个岛国推荐。2021年，崇明

举办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创

造了园区规模最大、展园数量最

多、会展时间最长、国际参展最广

的花博会历史，充分展示了生态

岛建设最新成就、我国花卉事业

发展最新成果，也极大推动了崇

明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花卉产业

等全面升级发展。

聚沙成塔、成果斐然，但生态

岛建设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了这

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久久

为功的开创性事业。在缪京看

来，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虽然充满

挑战，但纵观当今生态文明建设

潮流，崇明的发展道路无比宽广、

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只要认准了

方向，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未来

的崇明一定是处处闪耀生态秀美

魅力、全面引领绿色发展风尚、生

动彰显民生福祉温度、充分展现

城乡治理智慧、深度演绎奋斗出

彩故事的热土。

宜居家园顺民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在缪京看来，崇明发展得好不好，

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崇明老百姓。

近年来，崇明大力实施生态养老

补贴、生态惠民保险制度等一系

列利民举措，加快推进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城中村”改造、农

民相对集中居住等一大批顺民

意、得民心的实事好事。

结合生态人居环境提升，崇

明已完成了242个行政村村庄改

造，已建成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9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38个、区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49个，推动农

村环境面貌大变样。在留住乡风

乡韵乡愁上，崇明充分尊重田林

河湖滩生态肌理，着力打造“中国

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的乡

村风貌，让瀛洲大地充满自然之

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

在乡村振兴的探索中，崇明

充分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优化乡

村功能布局，引进社会经营主体，

盘活利用闲置资源，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可持

续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不

但让崇明百姓享受到高品质生

活，也吸引了广大市民纷至沓来

体验乡村生活、感受乡村美景。

令缪京感到自豪的是，崇明

是一片生态宜居的魅力乐土，已

经成为一种闪亮标识，并逐步转

化为“筑巢引凤”的独特优势，吸

引各路英才慕名前来创新创业。

当下，崇明正根据实际需要优化

调整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人才目

录，着力引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紧缺急需人才来崇施展才华、

实现梦想，共同开创崇明更加美

好灿烂的未来。

产业兴盛促发展
说起崇明当下最具知名度的

“拳头产业”，缪京认为，当数海洋

装备制造业、生态农业与旅游

业。目前，崇明海洋装备制造业

成绩斐然。今年以来，崇明紧紧

抓住国际市场机遇，长兴船企订

单量，特别是LNG船订单量大增，

沪东中华交付了全球最大浅水航

道江海联运型LNG船，相关海工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长兴

世界级海洋装备产业高地渐露峥

嵘。未来，崇明将进一步顺应建设

海洋强国的需要，发挥海工央企集

聚优势，全力做强做大海洋工程制

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生态农业方面，作为上海最

大的绿色农业发展空间，崇明拥

有全市1/4的林地、1/3的基本农

田，近年来，正在大力发展数字农

业、智慧农业、精品农业、品牌农

业。聚焦崇明清水蟹、白山羊、沙

乌头猪、水仙花等特色种源，加大

政、企、校联动，加强产、学、研、用

合作，推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大力引进落地更多高品质重

大农业项目，扶持发展一批开心

农场、博士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建立全链条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健全崇明地域标志品

牌管理体系，打造“从田头到餐

桌”全产业链。

至于崇明旅游有多火，每逢

节假日，长江隧桥的车流已经说

明一切。据最新统计，崇明新创

建国家4A级景区3家、3A级景区

11家，A级景区总量24家，位列全

市第二。全区宾馆酒店289家，其

中中高端酒店39家。民宿1030

家，位列全市第一。2017年至今，

崇明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直接收

入年均增长率均在10％以上。面

向未来，崇明将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旅游全要素，加快建设

独具魅力的“休闲旅游岛”。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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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瀛洲生态岛，宜居乐土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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