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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说，《意见》指出，“推进‘数
字吉林’建设，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新发展理
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核心，以数字政府建设
为先导，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
向，坚持创新驱动、市场主导、重点突
破，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运用大数据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保障和改
善民生，形成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
产业、新动能、新模式，打造数字经济
新增长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振
兴发展新路。 ”

把“数字吉林”建设作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和切入
点———

当前，我省处在滚石上山、爬坡
过坎的重要关口， 处在发展方式转
变、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活力持续增
强的关键时期。“以‘数字吉林’建设
为引领，可以让我们在新一轮吉林的
全面振兴上，把握新的生产力和新的
发展方向，找准战略突破口。 ”

徐鹏说，《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依
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以信息化整体
带动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有利于推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化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
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用新动能推
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要积极做好融合的文章， 用数
字化改造我省的传统产业，实现产业
数字化。比如汽车产业、现代农业、制
造业……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
进行数字化改造， 提升产品质量，提
升生产效益。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建设‘新红旗绿色智能小镇’等
产业数字化的新尝试，就是我省传统
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发展方向；要推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将培育出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形成发展
的新动能，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
升级， 走出一条振兴振兴发展的新
路。 ”

数字经济技术密集、创新
密集，其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
的竞争。 “数字吉林”建设，必
须把人才工作放在优先发展
的突出位置———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 新经
济的发展靠的是人才。 ”徐鹏说，《意
见》中提出推进“数字吉林”要在“人
才”上下功夫，着力培养、引进、留住、
用好数字人才和团队，夯实数字吉林
建设的人才基础。打造团队化的专业

人才队伍， 全方位深化与互联网企
业、 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的合作力
度，打造吉林数字人才飞地，让更多
更专业的数字人才和团队参与到数
字吉林建设中来；打造有活力的创新
人才队伍， 充分利用好双创示范基
地、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平台载体，着
力培育数字吉林建设所需要的创新
创业人才，为他们参与数字吉林建设
提供空间、搭建舞台。

我省是科教大省， 人才资源丰
富，但人才总量不足，素质不高。如何
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键
而紧迫的任务。《意见》提出要着力打
造本土化的技术人才队伍，鼓励省内
高校和职业院校加强数字技术、数字
经济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培育一批基
础型、应用型、操作型人才；实施更加
宽松的就业和流动政策， 完善省内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各类服务，对
数字吉林建设紧缺的专业人才给予
特殊扶持，促进“本土人才本土化”，
千方百计留住我们自己培养的人
才。“今年年初， 我省出台了 18 条
‘人才新政’， 我们要结合自身工作
的实际， 把中央和我省人才相关政
策用好、用足、用活，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才政策的激励效应。 ”

“数字吉林” 建设是一项
重大改革创新，推动治理模式
的改革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增进民生福祉———

在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
中，“数字吉林” 建设本身就是一
项重大改革创新。 徐鹏说，《意见》
指出，推进“数字吉林”当前重中
之重是要加快推进信息资源跨地
区 、跨部门 、跨层级、跨行业集聚
共享，打破“信息孤岛”，解决好不
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等问
题。 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
推动治理模式改革， 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和增进民生福祉水平。 坚
持运用信息化、 数字化手段促进
放管服改革和“只跑一次 ”改革，
构建省级统筹、省市县三级联动、
部门协同、一网通办的“互联网 +
政务服务”体系。

“这方面我省做了很多有益探
索，比如长春市实施的‘一门式、一
张网’政务服务改革，创造性地构
建了审批不见面、 办事不求人、最
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吉林
市启动了‘一门、一站、一号、一窗、
一网、一延’的‘六个一’集成服务
模式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部分事
项‘一次不跑’……这些好的做法
应在‘数字吉林’建设中不断地总
结、推广，为发展助力。 ”

“切实增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
感，是数字吉林建设的落脚点。 ”徐
鹏表示， 要以数字化精准推动民生
工作， 提供更多便民惠民的信息产
品和服务，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
化水平， 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建设幸福美好吉林助力。

/吉林日报记者 刘姗姗

建设“数字吉林” 铺就发展新路
———访省委政研室（改革办）副巡视员徐鹏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出台了《关于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意见》的出台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社会进步的
大潮流，是推动我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 ”在我省新一轮发展改革的关键期，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好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如何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实现
我省高质量发展？ 近日，记者采访了省委政研室（改革办）副巡视员徐鹏。

在历史长河中， 商帮的概念源
远流长。 这些以乡土亲情为纽带的
团体，“抱团取暖”、守望相助。 而如
今，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商
帮的内涵开始有了新的传承与转
变， 更加规范的商会组织逐渐取而
代之、闪亮登场。

近年来，开放的吉林吸引了诸多
异地商人，河北的“冀商”便是其中的
一股重要力量。 那么，当燕赵大地的
冀商与白山松水的吉商汇聚，将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带着这一疑问，近
日，记者采访了吉林省河北商会（以
下简称“河北商会”）会长张电达，从
他这里，我们深入了解了河北商会这
只助力吉林经济腾飞之“翼”。

走进张电达的办公室， 最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写有“冀商之家”的大
幅字画。“我希望将商会打造成每一
个来吉创业河北人的‘娘家’，在这
里，我们相互扶持，资源共享，共同
为吉冀两省经济建设作贡献。 ”张电
达告诉记者，河北商会从 2011 年成
立至今，已聚集会员企业 200 多家，
涉及行业 20 余个，其中，民办高等
教育、彩钢钢构、电线电缆等持续居
于全省同行业前列。

“吉林省的营商环境好， 很多企
业都愿意来这投资发展，从我们商会

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活跃在吉林省
的河北企业大概有 3000 余家。 ”如
何让这些企业在吉发展得更好，作为
领头人张电达一直在努力———

先后出资 30 余万元收编组建
省级律师事务所， 为会员企业解答
法律咨询 1286 人次，代写法律文书
168 份，代理诉讼 89 件，解决经济纠
纷 143 起，挽回经济损失约 8700 万
元；

组织会员企业与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民生银行、吉林银行等多家
银行建立了联系， 搭建会员融资的
平台，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鼓励会员不断进行学习， 先后
组织培训 20 余次，经常开展走访活
动，让会员企业间相互学习；

……
在张电达看来， 商会的存在不

是将家乡人做一个简单的联合，更
重要的意义是要激励全体成员，继
承和发扬冀商的可贵精神， 集思广
益，打响冀商品牌，发挥冀商责任。
在吉林省， 河北商会虽然成立时间
较短， 但自成立以来就积极协助政
府有关部门开展“引进来，走出去”
招商引资活动。

“我们商会的秘书长，每年都会

亲自带队， 邀请国内外企业到吉林
省进行项目投资考察， 组织会员企
业走出去， 参观了解各类新兴企业
和项目。 ”据张电达介绍，河北商会
已为我省招商引资落地项目 25 亿
元，会员企业扩大投资项目约 18 亿
元。

短短 7 年， 河北商会规模不断
壮大， 而张电达自己的事业也日益
红火。 在最初的吉林省蓝盾汽车修
理专业学校基础上， 又发展了吉林
省御龙温泉度假村、 吉林省东鳌鹿
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科技学院、吉
林职业技术学院和长白山国际管理
学院等项目。 这些成就的取得，他认
为， 更多的是得益于吉林省的优质
投资环境建设。

“在吉经商这些年，我深刻感受
到了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体面与尊
严。 ”从优化软环境到简政放权，我
省亲商、重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
围， 让张电达感到十分安心踏实。

“你看，这是政府为我们民营企业家
发放的软环境监督证， 重视我们
吧？ ”说这话时，张电达眼底眉梢皆
是笑意，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有空间，有机会，有保障，多方
利好的商业新时代下， 越来越多的
河北企业愿意走进吉林，投资兴业。

据张电达介绍，截至目前，河北商会
会员企业已累计在吉投资约 300 亿
元，上缴税收超过 30 多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 5 万余个。

当谈到即将召开的吉商大会
时，张电达表示，吉商大会不仅对他
们这些企业家起到凝心聚力的作
用， 同时也让他们拥有了更多和外
界联系的机会。“在前两届吉商大会
中， 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企业
家，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发展灵感，
同时也推动了不少项目成功落地。 ”
作为吉商大会切实的受益者， 张电
达对今年的第三届吉商大会更是充
满期待。

自古以来，冀商就有坚忍不拔、
重义轻利的特质， 这与我省吉商精
神里的重德重义、 善融善创精神可
谓是不谋而合。 相关统计显示，如
今，在吉林省这片土地上，生活着 20
多万河北人，他们勤劳肯干、踏实上
进， 俨然已经成为我省社会发展的
重要的“羽翼”。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信在
未来，和衷共济、携手并进，将会一
直是吉冀两省人心中共同的愿景。
而张电达本人，也表示愿意一直为
两省的商业发展做桥梁纽带。

/ 吉林日报记者 陈婷婷

守望相助 携手共进
———访吉林省河北商会会长张电达

天下吉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