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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年前，
国务院就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提出“大数据成为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大
数据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
新机遇，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的新途径”。

然而，我国有超过80%的数
据来自政府和国有控股企业，为
了保证数据安全，这些数据被部
署在私有云中，处于数据孤岛的
状态。“未来，所有数据的云端化
是必然趋势，用户一定会寻找具
有国资背景、市场化活力又安全
可信的平台来打破数据孤岛的
现状。”大唐网络总裁、CEO杨
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数据“孤岛”待破
在杨勇看来，“现在市面上

存在很多云，云计算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的是互联网公司。但是，
由于中国投资市场早期的一些
原因，造成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自
于外资。这样就导致我国的信
息安全以及大数据安全存在隐
患。”杨勇表示，一些关键数据现
在均部署在私有云中。“未来，所
有数据的云端化是必然趋势，所
以这些公司会寻找一个具有国
资背景又安全可信的平台，以此
打破数据孤岛的现状。”

为落实国家网络和信息安

全总体战略，大唐网络依托大唐
电信在通信和信息安全领域的
技术优势，构建了开放共享、安
全可信的“中国云”基础设施和
云服务平台，旨在为政府、国有
企业、金融机构提供公有云、企
业私有云以及混合云解决方案。

杨勇表示，大唐网络作为同
时具备国资背景、技术能力以及
市场化活力的公司，建立“中国
云”，打造一个国资背景、安全可
信的云平台，这也是“中国云”区
别于其他云的核心，也是公司叫
做“中国云”的原因。

“中国云”采用严格的访问
控制及数据存储安全策略，对云
端计算资源进行统一化管理，构
建用户网络空间隔离模式，提供
高储值防御带宽，可防御多种攻
击模式，为政府机构、金融机构
和大中型国有企业提供可信云
服务和大数据服务，全面保证用
户信息安全，实现永久存储。

针对互联网运营最大危害
之一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Dos)，大唐网络组织业内资深
安全专家集合最新防御技术，自
主研发底层防御内核，可对攻击
做出最快防御反应，充足防御带
宽足以将攻击轻松化解。“中国
云”还提供了网站应用级系统防
御系统，通过自动防御和主动防
御双模式，为企业网站在线业务
提供实时防护，有效阻挡漏洞攻
击和恶意扫描等黑客恶意行为，
全力保障“中国云”平台上的应
用系统稳定安全。

助推大数据
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云”基地已经入

驻廊坊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而建
设京津冀综合试验区是国家非
常重视的核心工程。

“大唐网络从去年下半年起

正式启动‘中国云·大唐网络云
基地’落户试验区的布局。我们
完成了服务器的采购、防火墙的
部署、云代码的测试，通过了工
信部的可信云认证，具备了安全
可信的能力，现在很多机构的数
据已经迁移到平台。”杨勇说，大
唐网络打造的国家背景的可信
云平台可以为推动京津冀大数
据产业发展出一份力。

目前，以张北县人民政府、
北京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
中国仪器、中国化工、收付宝科
技等为代表的政府、高校、中央
企业、金融机构等用户陆续登录

“中国云”。该平台已承载了面
向教育、健康、医疗、扶贫、政务
等领域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初步
形成了民生大数据业务集群。

“我们打造了一个多维度用
户画像。将多维度画像落在同
一个ID上。通过多维度切割，
使得画像更为清晰。”杨勇举例
说，通过教育大数据，可以了解
一个用户的教育程度。如果此
时通过扶贫大数据我们发现这
个用户属于低保，而通过医疗大
数据发现这个用户的困难原因
是家里有人患了癌症，此时用户
的画像会越来越清楚，切割的维
度越多，用户画像就会越来越精
准。

杨勇表示，“中国云”旨在
承载和运营我国民生大数据和
产业大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
源的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和国家
安全，需要更加有力的安全保
障措施。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从源头提升非油品质量

选货是非油品销售的第一步，是
一切销售的根基，根深才能叶茂。近
期，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为提升
非油品管理基础，邀请海萍商贸公司
资深讲师和一线业务经理为辖区内
便利店员工讲解如何根据便利店自
身情况科学、合理选货，选择适销对
路的商品，如何提升店面陈列质量吸
引顾客销售，以及如何科学处理临期
商品降低退货率。通过讲师直观、全
面的讲解，有利于公司从源头上提升
非油品经营质量。 （赵文颖）

二十年深耕工程一线
——记中铁16局集团四公司华中区域指挥部副指挥长、蒙华26标项目经理刘彬

张伟苏民 陈玮英

20年前，刘彬从石家庄铁道
学院交通工程系（原桥梁系）交
通土建专业毕业，走进中铁16 局
四处。20年后，刘彬已成为中铁
16局四公司技术副总经理，目前
担任蒙华26标项目经理。

刘彬曾在中铁 16 局集团四
公司多个项目部工作过，历任技
术主管、总工、副经理、常务副经
理、项目部经理等职务。参加过
如武广、郑西等客运专线工程项
目的投标，以及北京西客站西黄
线柳村特大桥工程建设等，多次
获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劳动模范”等称号。

科技先行 攻克难关
有着丰富工程项目建设经验

的刘彬，2015年 8月担任蒙华铁
路 26 标项目经理。蒙华铁路
MHTJ-26 标段位于蒙西至华中
地区铁路煤运通道的中段，地处
湖南省岳阳市，临近洞庭湖，属

于频湖冲击带地区，全线穿越两
处湖泊、多处鱼塘等软土地区，
施工难度非常大，对技术要求高
于普通工程，并且施工工期紧。

为此，刘彬组织项目部成立
科技攻关小组，制订以“频湖冲
击带重载铁路桥梁路基综合施
工技术”为课题的科研开发计
划，围绕提高施工效率、节约施
工成本目标，进行科技创新工
作。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自上场
以来，在刘彬带领下项目部多措
并举，为又好又快地组织施工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项目部
建立了技术管理体系，制定技术
管理制度，明确各级、各岗位技
术责任制；据调查分析资料选择
经济合理的施工技术方案、劳动
力组织方案、施工布置方案、材
料组织方案、工期优化方案等，
并据此编制出合理可行的《施工
组织设计》文件；组织各专业人
员熟悉、审查图纸，参加图纸会
审；在各工序、分项、分部工程施
工前编制、审核施工技术措施、

施工技术方案，并确保方案经济
合理性；对分包单位的技术保证
能力进行考察；做好三级技术交
底工作，确保技术规范落实到作
业层；检查各技术方案的执行实
施情况，对执行偏差进行纠正。

为充分调动项目参建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促产增效、
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现场管理
等方面建功立业，2016 年，在公
司劳动竞赛的浓烈氛围下，刘彬
组织开展了全面职工劳动竞赛
活动，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让项目全体员工争相登台展才
现智。通过这一活动，很好地促
进了公司生产目标的顺利完成，
推动了职工综合素质和企业经
济效益的提高，达到了一树百获
的效果。

科学管控 赞誉涌来
为落实蒙华公司提出“质量

是蒙华铁路生命线”理念，赢得
市场信誉，在刘彬带领下，项目
全体参建人员牢固把握蒙华公

司“进度至上、质量
第一”的理念，做到
技术方案先行，三
级交底执行到位，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
前提下加快施工进
度。项目部建立质量安全自控
体系，制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明确各级、各岗位质量责任制；
推行质量“三检制”，建立质量班
组长责任制，真正把质量安全意
识贯彻落实到作业层。在施工
中重点监控特殊孔跨梁施工、水
中墩施工等施工质量安全，加强
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加大对危险
源的排查、整治力度，确保项目
安全生产。

刘彬提出科学管控，工程的
各个环节定员定岗，做到责权明
确、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协同合
作。

目前，在刘彬带领下，项目
部大力弘扬集团公司“责任重于
能力，意志创造奇迹”的企业核心
精神，以深化项目标准化管理为
抓手，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实

现了工程的平稳有序推进。项目
部在铁路总公司、业主、监理组织
的历次检查评比中屡获好评，铁
路信用评价名列前茅。2015 年
度获评铁路总公司“火车头奖”、
蒙华公司湘赣指挥部 2016 年上
半年信誉评价第一名、公司2015
年A级项目、公司2015 年创利先
进单位、公司2015年建家建线先
进单位、2015 年先进基层团组
织、湖南省2016年度重点建设项
目劳动竞赛先进单位、2016年路
地协调工作先进单位、蒙华公司
湘赣指挥部2016年先进集体、集
团公司 2016 年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集团公司2016年职工模范之
家、公司 2016 年四好领导班子、
公司先进党工委中心组、公司
2016年责任成本先进单位、公司
2016年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刘彬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多渠道突破销售瓶颈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水城
县分公司农村郊区加油站占比高达
85.7%，销售量一直是难题。去年以
来，该公司通过县区公司经理亲自挂
帅帮扶销售情况最差加油站，在乡村
市场上做文章，借力六盘水市政府打
造农村旅游机遇，改造便利店消费环
境，调整商品结构，走进各大旅游节
现场等措施，将以往的“老少边穷”公
司变身为如今县区公司的“领头
羊”。2017年1—4月，非油品超额完
成计划，同比增幅65.65%。（梁家凤）

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
内外兼修促提升

面对近年来日益竞争的市场格
局，中国石化六盘水石油公司商客部
不等不靠，从主客观方面找原因，加
大开拓区外客户；加强对社会加油站
市场的挖掘，完善客户经理绩效考
核，加大对量的考核权重，以及及时
对客户经理走访把控等内外兼修的
方式，今年 4 月份实现销售同比增
14.04%。 （彭刚 田超）

“中国云”破孤岛：
数据云趋势下构架进化

本报记者 石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