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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即可知道公共

场所安全监管是否到位；输入关键

字 ，就 能 快 捷 查 询 政 务 信 息 ；担 心

自 己 发 布 到 网 络 上 的 原 创 作 品 被

侵权，电子证据为知识产权保驾护

航……这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场景之所以能够实现，背后是区块

链技术在发力。

如今在江苏苏州高新区，随着

区块链技术日臻成熟，更多应用场景

被开发出来，逐步用于民生服务中。

即便没看到小区保安巡逻，家

住 苏 州 高 新 区 馨 泰 花 苑 的 罗 天 悦

也 很 安 心 。 因 为 她 只 要 扫 一 扫 小

区的“场安码”，就能知道安全监管

是否到位。当下，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 城 市 公 共 安 全 与 卫 生 管 理 平 台

在苏州 100 多个小区及多个商业综

合体、科技场馆应用。平台开发企

业项目经理谢正华说，区块链技术

让安全生产和监管轨迹全记录、难

篡改，这个平台也被居民称为小区

安防“神器”。

“一站式”服务、一键审批、“最

多跑一次”……基于智慧政务推出

的便民服务陆续“上线”。市民徐阳

说，以前迁户口要跑好几趟派出所，

现在一次就能办好。苏州高新区经

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江立新介绍，

智慧政务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

垒，这要归功于区块链技术。区块

链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公开透明等

特征，消除了部门之间共享数据的

后顾之忧。

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毛伟表示，区块链应用场

景落地，驱动产业能级提升。近年

来，苏州高新区加快发展以区块链

为核心技术的数字产业，到 2022 年，

将形成产值突破 600 亿元的数字经

济产业链。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区块链技术“落地”民生服务
■新华社记者 刘巍巍

④网络强国篇

无人区里的电波

打通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的“最后一公
里”

今年春节前夕，驻守在西藏墨脱

无人区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执勤点，

赶在大雪封山前完成了光缆架设。

从部队驻地到该执勤点，需要翻

过 3 座海拔 4000 多米的雪山达坂，其

间山高林密、河谷幽深。由于当地冬

季气温极低，光缆纤芯容易折断。多

年 来 ，这 个 执 勤 点 一 直 没 有 网 络 信

号。今年在军地共同努力下，信号塔

终于立了起来。执勤官兵能在春节

时，给家人报一声平安。

“十三五”期间，诸多高原戈壁、边

疆地区、贫困山区开通宽带和 4G 网

络，打通网络连接的“最后一公里”。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既为欠发

达地区打开了一扇窗，也为经济相对

发达地区添了一捆柴，打下高质量发

展的坚实基础。

自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

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来，

“新基建”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热词。

其中，5G 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技术创新

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

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

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也 是 建 成 网 络 强 国 的 基 石 。 截 至

2021 年 3 月底，我国建成 5G 基站 81.9

万个，占全球总量的 70%以上；5G 手

机终端用户连接数达 2.8 亿，占全球比

例超过 80%。

不少专家认为，在当前智能化升

级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推动

下，新基建投资需求巨大，是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期，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出台

“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按

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大投资力度；北

京、天津等近 20 个省市出台地方“十

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 5 年的 5G

建设目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统计，在多项政策红利的催化下，“十

四五”时期新基建相关投资有望超过

10 万亿元。

网线彼端的“阴影”

筑牢网络安全的
“铜墙铁壁”

在重庆市合川区，有一座绿地环

绕、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产业园区。这

座产业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合川

网络安全产业城。园区内 40 多家关

联企业，涵盖了研发孵化、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数据安全、软件安全服务等

网络安全产业链条的多个板块，累计

实现产值近 600 亿元。

在相距不远的贵州省，一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日前在贵阳市打响。

2016 年以来，贵阳市连续举办 5 届大

数据及网络安全对抗演练，攻防双方

激烈角逐，以对抗方式探索数字城市

建设中的安全短板与防御重点，提升

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浪潮，小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大

到国家与政府治理，都与网络形成密

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用户个人隐私

保护、企业数据资产安全等网络安全

风险挑战如影随形。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为此，相

关立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2016 年，

我国颁布网络安全法；今年 9 月 1 日

起，数据安全法将正式施行；个人信息

保护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相关立法进程的推进逐步搭起我国

“第五疆域”法治保障的“四梁八柱”。

除行政手段外，在与网络黑客“斗

智斗勇”的过程中，网络安全产业异军

突起，不仅成为加强网络安全保障的

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网络安全企

业数量超过 3000 家；2020 年产业规模

比 2015 年翻一番，增速领跑全球。据

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企

业研发原始创新，打造若干领军企业，

逐步形成网络安全产融合作、良性互

促的发展格局。

数据与经济的“共舞”

为产业转型升级
插上数字翅膀

5 月 26 日至 28 日，2021 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

在贵州举办。作为数博会的经典赛

事，工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不仅为大

数据创新提供了竞技舞台和成长平

台，也见证了我国大数据产业和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的历程。

打 开 高 洁 净 度 车 间 智 能 控 制

APP，生产区域的空气温度、湿度、尘

埃粒子等动态数据实时显示；应用环

卫设备管家 APP，能够精准定位城市

大街小巷的每一台环卫设备，查看统

计作业量、监测设备健康度、远程诊断

故障……资讯、消费、休闲娱乐等应用

软件让手机更加智能，覆盖多种生产

应 用 场 景 的 工 业 APP 为 企 业 加 装

“ 大 脑 ”，推 动 工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提 速

升级。

网 信 事 业 代 表 着 新 的 生 产 力 和

新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数据规

模年均增速超过 30%，数据应用从消

费 互 联 网 向 工 业 互 联 网 加 速 渗 透 。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应用最为

活跃、最具潜力、环境最优的国家

之一。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

素。数据价值不断释放，数据资源的

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越发突出，已成为

加快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刘烈宏表示，大数据产业作为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支撑，是推

动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重要决定

性力量。

产业数字化是“十四五”时期发展

数字经济的重点布局领域。工业和信

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卢山表示，传统产

业当前在我国所有产业中占比达到

80%左右。完成“十四五”规划提出的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首要前提是实现数字化。“基于传

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期间将不断涌现

出新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对信息技术

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卢山表示，5G+

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传统产业

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这也将是“十四

五”时期的重点发展路径。

智慧生活的图景

人民群众共享互
联网发展红利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这可能是人们出行最

常 听 到 的 一 句 话 。 只 需 在 手 机 APP

上实名认证、填写行程，即可获得一个

二维码，不仅包含必要的个人基本信

息，还关联着相关部门的权威数据，成

为出入公共场所的“通行证”。

截至 7 月 13 日，我国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量突破 14 亿剂次，展现出疫

苗接种的“中国速度”。如何保障疫

苗质量安全？今年 4 月上线的浙江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全链条追溯监管

系统及药品生产智慧监管“黑匣子”

系统，打破了传统疫苗流通信息只能

通过线下传递的模式，实现疫苗监管

数据通过平台共享、业务通过平台协

同、监管依托平台支撑。

从一部部手机里的健康码，到汇

集大量信息的数据库，数字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

手段。

潜移默化之中，网络正全面融入

人 民 群 众 的 社 会 交 往 和 日 常 生 活 。

网络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支付、电子

商务、电子政务……通过网络，时空

的距离被缩短，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网络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正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有一

个无人值守小区，所有电动车充电桩

统一连接到管理后台，有几台电动车

正在充电、充电桩是否正常工作一目

了然；门口没有保安，车辆到达门口

后停车杆自动放行，车牌号和计费标

准都自动记录在系统中；垃圾投放点

配置可互动的摄像头，提醒居民分类

投放垃圾……在长三角地区，不仅是

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数字化治

理也成为不少乡镇提升区域治理水

平、优化区域环境的重要抓手。

“现在农民们说，手机成了新农

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了新农

资。”刘烈宏介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基地建

设不断深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差距日渐缩小，数字化与乡村振兴更

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数字乡村成为

未来新农村的发展方向。

迈向网络强国，中国在路上
——聚焦“十四五”时期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

■本报记者 王 钰

要到政府部门办理的业务，只需在政务网站上点击申请；想要与远隔千里

的亲朋“见面”，只需打开手机社交软件；空间站的航天员能够与地面控制中心

实时通话……互联网作为20世纪的一项重要发明，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994年，互联网前身“阿帕网”诞生 25年后，我国第一次实现与国际互联

网的全功能链接。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 9.89亿，网站数量、互

联网企业数量、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实现了互联网发展的“弯

道超车”。

习主席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新发展阶段推进网络强

国战略的重点工作，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的步伐愈发坚实。

一线见闻

海南省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11个重点园区之一。该园区 2020年互联

网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省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的 35%，成为培育打造海南省千亿级互联网产业集群的

主力军。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将智能温控、远程数据

采集、无土栽培和自动滴灌等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图为技术人员在中控室

观察蔬菜生长情况。 张 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