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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今年1月，全国37个省
市出台了大数据相关发展规划。
可预见的是，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发
展不断提速，大数据安全日益受到
重视背景下，与大数据相关的产业
园将成为园区发展新蓝海。

各省纷纷规划
大数据产业园区
随着大数据迅速衍生出的新

兴信息产业井喷，“大数据”已成
为重要的战略资源。2017年贵阳
数博会圆满落幕，对接企业1569
家,其中,500强企业112家；达成签
约意向项目244个,意向金额309.9
亿元；签约项目167个,签约金额
244.61亿元。

三年多来,贵州省贵阳市围绕
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入
挖掘大数据商用、政用、民用价值,
以大数据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提高
政府治理能力,服务民生社会事
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5月31日，河南省发改委发布
《河南规划建设18个大数据产业
园区》，将作为打造大数据产业发
展的载体。近日，河南省通信管
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
《河南省云计算和大数据“十三
五”发展规划》。《规划》明确了体
制机制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关键
技术研发、重点领域创新应用、产
业集聚等五个方面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引进和培育50家以上
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云计算、大

数据企业，形成一批有较强辐射
带动力的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
区，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主要内容
的现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达到
2000亿元。

随着贵阳演变成大数据企业
栖息的“梧桐树”，大数据产业已
经逐步反哺贵阳成为贵阳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和新动力，仅2017年
数博会贵阳高新区累计签约项目
41个，投资总额为56.8亿元。而
大数据产业经济带动作用明显，
2016年贵州GDP达 11734亿元，
增速10.5%，其中保持强劲增长的

体现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

这其中，总部位于北京的观
数科技是2016年扎根在贵阳(“中
国数谷”)大数据安全产业园的高
科技公司之一。观数科技副总
裁、联合创始人魏彬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落户
贵阳，观数科技不但是为了发展
自身业务，更希望能为大数据安
全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观数
科技在贵阳经开区与当地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开展产学研合
作，承担省内大数据安全相关科

研项目，并参与起草贵州省地方
大数据安全相关标准制定。

“数据安全”催生
大数据产业园区升级
目前，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

被广泛应用，但其安全性一直未
被重视，导致安全事件频发。目
前已经有黑客将目标瞄准了Ha-
doop集群。根据shodan.io的统计
结果显示，在中国有 8300 多个
Hadoop集群的50070端口暴露在
公网上，存在被勒索的风险。

2016年，贵阳通过大数据与
网络攻防演练活动，便暴露出部
分信息系统的安全隐患存在诸多
风险和漏洞。相关专家指出，法
律法规的缺失也是阻碍大数据安
全发展的难题。

目前大数据安全国内尚未立
法，虽然我国现有《网络安全法》
以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可
做参考，但在大数据这一新兴行
业中，仍有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和
覆盖，有些要求不够明确。专家
建议，在当前法律法规缺失的情
况下，大数据产业的领先地区如
贵阳等可以组织各方力量，推出
大数据安全的首部地方试行标
准。在大数据产业园区试行推
广，积累大数据安全地方标准的
制定和实施经验，并逐步向全国
推广。

魏彬表示：“没有大数据基础
软件的安全，就没有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因此，解决大数据基础
软件安全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发展
要素之一。”

据介绍，观数科技作为一家
高科技产品公司，未来一年内，将
支持主流的大数据框架，为大数
据平台集成商、大数据基础软件
发行版和客户提供可选择的安全
方案，除了访问控制、监控、审计，
未来还可能涉足完整性保护、数
据加解密、身份认证、风险识别等
领域。

专家预测，未来，作为大数据
“软实力”的数据安全类公司的集
聚将加速大数据安全产业作为单
独产业方向的构想。

西吉农民伏明瑞、蒙长庆创
建的“鹏强种植专业合作社”，既
是震湖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也是品尝“螃蟹”美味的人。

近年来，西吉县震湖乡依靠
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全民创业推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的新路子，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震湖模式”。

结成“创富联盟”
据了解，震湖乡党委、政府在

广泛深入调查论证，专题调研，集
中民意民智民慧的基础上，把推
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大力创办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龙
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
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
强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提升农业
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
和强劲推手，成立震湖乡现代生
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和返乡农民
工创业协会，引导帮助农村能人、
乡土人才、返乡农民工围绕组织

模式、生产模式、经营模式创新，
掀起了一轮“创富联盟”建设热
潮。

数据显示，“创富联盟”采取
自己筹、银行贷、群众集、项目
扶、政府帮的方式，投资 9800 多
万元，创建发展肉羊繁育育肥加
工、生态珍珠鸡养殖加工、小秋
杂粮种植加工、优质牧草种植加
工、废膜回收加工、马铃薯种薯
繁育等专业合作社70多家、龙头
企业23家、种养大户14家、家庭
农场 9 家，吸收发展社员 1563
户，覆盖全乡 12 个行政村、近
60%农户。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合
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的“创富联
盟”，实施基地共建、市场共创、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源共用
抱团发展机制，促进了土地、人
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
配置，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
了特色产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形成了新的发展动力和经
济增长点，加快了全乡特色农
业、休闲农业、现代生态农业阔
步发展，成为引领农民调结构、

促转型、创市场、增收入、奔小康
的生力军。

“创富联盟”
做开路先锋
据了解，震湖乡党委、政府以

服务创新为推手推进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养加实体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模式突破发展，掀起创
新创业高潮。

天合特色养殖合作社在“创
富联盟”行动中起到了开路先锋
的作用。该合作社以天合家庭农
场为平台，在理事长张晋阳的正
确引导下，吸纳实践外地成功经
验，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吸收发展
52户农民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种苗、防
疫、饲料、技术、销售服务，社员按
照技术规范负责养殖，合作社按
协议价格收购成品鸡，统一市场
定价，统一销售，与农户结成利益
共享联合体，风险最大限度由企
业承担，解除了入社农户担忧，强
化了入社农民在“创富联盟”中的
主动角色，激发了农民创业致富
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全乡起到了

示范引领作用。
报道显示，在震湖乡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的积极促动下，西吉
农民伏明瑞、蒙长庆创建的“鹏强
种植专业合作社”拿出自己务工
积累的80万元资金并贷款30万
元征场地、建厂房、购设备、建贮
藏窖，注册成立了震湖鹏强种植
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紧紧抓住区、市、县扶
持发展马铃薯种薯产业政策机
遇，当年吸收社员186户，流转土
地 2600 亩，发展一级种薯基地
2600亩，生产一级良种2600吨，为
全乡20000亩马铃薯种植提供了
良种支持，入社社员户均增收达
到1.2万元，在全乡引起了轰动性
效应。

面对掌声和赞誉，他们没有
自我陶醉，而是把目光瞄向“营
养、健康、绿色”的小秋杂粮开发
加工上。震湖乡党委、政府更是
把扶持合作社发展小秋杂粮种植
加工作为深度开发当地农业资
源、延伸产业链条、激活农村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大举措，多
方联系协调争取项目扶持、办理
占地审批和银行信贷支持，聘请

相关专业人士为合作社开展设计
规划、设备安装调试、产品研发和
市场营销服务，支持合作社与633
户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协议，建立

“合作社＋农户＋基地”紧密利益
联结模式。

据悉，震湖鹏强专业合作社
开发生产的小秋杂粮系列产品因
其“绿色、营养、保健”赢得了市场
青睐，不仅使本乡每年生产的
3500吨荞麦、5500吨糜谷实现了
加工升值，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800元，帮助58名困难群众实现
稳定就业，而且还解决了马建、田
坪、平峰、兴平等4个乡镇近万户
群众小秋杂粮卖难问题，使小杂
粮带来了大效益。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有力推动了

“合作社+农户+基地+市场”经营
模式新发展，成为引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带动一
大批农民结成“创富联盟”，激发
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
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稳定增
长，为实现富裕、文明、和谐、美丽
西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西吉震湖：“创富联盟”开启创新创收模式
本报记者 马瑞悦

本报记者 李丽萍

大数据产业催生多地大数据园区

阿里巴巴在河北张北县的大数据中心，未来可为两百万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