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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
济》。文章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
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激发数字经济“牵引力”为何如此
重要？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十四五”怎样走好“先手棋”？

在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精准拾
取物件；在港口、矿山，无人驾驶汽车行
进有序、安全作业；在千家万户，智能设
备不断便利百姓生活……数字技术加
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
未有。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创新
的关键，也是时代的先机。

数字机遇时不我待，因为技术产
业变革的浪潮正加速袭来——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当数
字技术以更小的颗粒度重塑现实世界，
创新周期、产业格局等都在发生变化。
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
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
关键力量。

数字机遇时不我待，因为发展数
字经济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看，数字技
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
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畅通
国内外经济循环；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从构筑国家竞争
新优势来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新
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不仅是
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源泉，更是为
了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不仅是当前发展使然，更是主
动把握未来、赢得长远的‘先手棋’。”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说。

数字机遇正逢其时。发展数字经
济，应向哪些领域发力？着力点又在
哪里？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具有超大规
模市场，已建成5G基站超过139万个，
全国5G应用创新覆盖数十个国民经
济重要行业……这奠定了数字经济发
展的基础能力。

海量的数据资源，完备的工业体
系，数字应用场景丰富……这些都是我
们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的独特优势。但
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同区
域、产业、企业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数字
技术基础、产业链价值链掌控力等有待
提升。

“既要洞察前沿方向，也要着力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
术‘卡脖子’问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院长余晓晖说。

一方面，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
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提前布局、取得
突破；另一方面，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把握发
展数字经济自主权，一系列部署相继
展开。

“‘十四五’生产端数字化、智能化
将成为重要的新增长点。”江小涓认为，
着眼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近日，《“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对外发布，
从创新、应用、供给、支撑等多方面，推
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具有影响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00家，连接
设备数超过7600万台套。

“‘十四五’，将全力加快新技术对
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
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
加、倍增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司长谢存说。
与此同时，我国也着力推进重点

领域数字产业发展，增强产业链关
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
链体系。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
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范数字经济发
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应该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
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
的苗头和趋势。怎么解决数字经济发
展的监管问题，怎样更好保障用户权
益和信息安全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完善，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管
理制度。

中央已明确要规范数字经济发
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从出台《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到修订了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围绕加强数字
经济治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不断
健全。围绕新情况、新问题，在适时
补充、动态调整中，政策法规适用性不
断提高。

“近年来，工信部发布了近20项规
范性文件，颁布实施了300余项网络与
信息安全标准，不断提升网络基础设施
安全防护能力。”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
局副局长杜广达说，“十四五”期间，针
对基础通信网络这一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全面完善网络漏洞管理等重要制
度，同时加快构建5G、工业互联网等融
合领域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数
据安全风险技术监测体系。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更加注重健全完善事中事
后监管长效机制，加强监督检查，让各
类企业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实现健康
有序发展。”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完善相关措施，及时堵住漏洞、补
齐短板，更好实现数字经济长远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十四五”怎样走好“先手棋”？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
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
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
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
的掌握就越主动。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
共识，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歪曲历
史、丑化英烈的杂音时有出现，或任意虚构，
或蓄意解构，或肆意重构……种种历史虚无
主义的存在，进一步凸显了加强正确党史观
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得益于一系列正本清源的重要举措，正
史正在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人们看到
了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无惧风雨、坚定前行的勇毅身影，“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的百折不挠，“忍看山河碎？愿
将赤血流”的豪气干云，“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的无私无我……
百年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正在不

断释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
气、底气，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蔚然成风。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就要旗
帜鲜明和歪说谬论展开斗争，敢于亮剑、廓清
迷雾、正本清源，铲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土
壤；要持续创新方式方法，把中国共产党是什
么样的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讲清楚，把红色
政权诞生的必然性、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讲深
讲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
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向
前进。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再踏新征程，一
起向未来，要乘势而上，进一步推广好的经
验，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深处拓展、向实
处发力，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成为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再创辉煌
的强大滋养。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新华社太原1月14日电（记者 梁晓飞）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为了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山西省出台《山西
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提出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
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推行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考核记分办法。这一规定将于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履

行安全生产责任的职责清单，并要求其掌握
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安全标准，具
备相应的安全分析预判能力、安全决策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指挥能力。

目前，山西已对全省煤矿矿长实行安全
生产考核记分，自2019年7月至2021年11
月，累计已有超过60名煤矿矿长因年度记分
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以上，被责令调离
矿长岗位。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水回用导则 再
生水厂水质管理》等5项污水资源化领域推
荐性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内污水资源化领域
标准空白，将为我国污水资源化利用发展和
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重要标准依据。

此次发布的污水资源化领域国家标准包
括3项水回用导则、1项水系统集成优化指南
和1项矿井水利用导则。水回用导则系列标

准从再生水分级、水质管理和技术工艺评价
等方面为再生水行业开展项目规划、设计、运
营、评价和管理等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和
规范。水系统集成优化指南提供了钢铁、造
纸、酒精等行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现状调
查、效果评估的具体实施指南。矿井水利用
导则规定了矿井水作为工业用水、生态环境
用水、农田灌溉用水、生活饮用水等相关技术
要求，有效指导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1月13日晚，天津市地标性建
筑天塔上演以抗疫为主题的灯光
秀，向并肩战“疫”的人们致敬（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 发

山西：高危行业领域将推行安全生产考核记分

5项污水资源化领域国家标准发布填补国内空白

天津：
天塔点亮 致敬抗疫

时不我待抢抓数字机遇

补齐短板向实体经济着力

规范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