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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干

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

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作为工信部

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就是要像工信口抓“工

业粮食”——钢铁生产这个老本行

那样，对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龙江新篇章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提出的建设工业强省部署，

把钢铁强度高、硬度大、韧性好的特征

体现到工作中，在锻造铁肩膀、展现新

作为上走在前，用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

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

走好新时代建设工业强省赶考之路。

一、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具
体到工信部门就是要像铁一般坚定，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定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是

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作为

工信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一是必须用铁一般的坚定做到

“两个维护”。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作

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更加自觉

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党中央提倡的

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

二是必须用铁一般的坚定提高

政治站位。时刻保持“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的政治站位，胸怀“两个

大局”、心系“国之大者”，主动与党中

央精神对标对表，时刻关注党中央在

关心什么、强调什么，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确保工信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前

进方向。

三是必须用铁一般的坚定加强

科学理论武装。实践告诉我们，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把握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领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做好工信领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具体到工信部门就是要像铁一般担
当，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
强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黑龙江省委十三届

二次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工业强省。这些都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指明了方向。 （下转第2版）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党的

二十大代表、中国电科45所高级技

师曹国辉又回到了生产车间，继续

带领着他的“十八罗汉”团队兢兢业

业地加工零部件，默默地用他那双

看似普普通通的“魔术手”，为机械

制造行业贡献力量。

15 年来，在这个小小的车间

里，曹国辉用他那双魔术师般的双

手，创造出了一项又一项的奇迹：仅

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加工出了尺寸、

精度都达标的高精度零件，完美按

时完成奥运安保项目；仅用40天便

带领团队完成了全自动引线键合机

的研发；在疫情期间，带领团队仅用5

天时间就完成了首批50套零件加工，

按时完成应急防控物资“热成像测温

仪”配套生产的任务……

“我的工作，就是天天‘泡’在精加

车间里使用数控机床加工高精密的零

部件。我很热爱这份工作，也明白这

份工作对于国家而言有多重要。只要

来到车间里，总是一‘泡’就忘了时间，

经常早上上班后沏一杯茶还没来得及

喝就到了下班时间。”曹国辉笑着对

《中国电子报》记者说。

带头担当作为

把奋斗落实在岗位上

曹国辉经历了从普通大学生到央

企员工、从央企基层党员到党的二十

大代表的身份转变和成长进步的过

程，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奋进

百年领航中国的磅礴伟力。

“这十年，党带领我们奋进新时

代、共筑中国梦，而我在党组织的培

养和领导下，曾经遥不可及的理想在

我身上梦想成真。我无比庆幸自己

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无比庆幸自己

能亲历了这激荡人心的伟大时刻，我

生逢其时，有幸跟随中国电科 45 所

一起成长，能够追随着党的铿锵步伐

逐光前行。”曹国辉激动地说。

曹国辉表示，他从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共克时艰的坚定信心。“这几年的

亲身经历告诉我，在‘风高浪急’‘惊涛

骇浪’面前，党的领导永远是我们最可

依靠的‘主心骨’，永远是我们战胜困

难的‘动力源’。在这次百年不遇的重

大疫情中，在‘战疫’最艰苦、最困难的

时候始终是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共产

党员冲锋战斗在最前线。”曹国辉说。

曹国辉认为，从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感受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向我们

走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宏观、全局

的，同时也是微观、具体的。报告中既

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

“健康中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些

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关键词，也反复

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

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从中看到了党

的二十大报告所擘画的宏伟蓝图。

“我真切感受到了党中央对产业

工人的重视和加快培养技能人才的

决心，相信未来高技能人才会有更广

阔的职业舞台和发展空间。我也找

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坐标，那就是和我

的同事们一起脚踏实地、携手奋进、

坚守工作岗位，共同推动电科装备高

质量发展，共同期盼中国式现代化的

早日完成。”曹国辉说。（下转第5版）

海量的数据是当前最具时代
特征的新型生产要素，既构成了
发展的“新引擎”，也蕴含着高质
量发展的“新优势”。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数
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
全治理为重点提出了 20 条政策
举措，初步搭建起我国数据基础
制度的“四梁八柱”。

作为我国首个把数据要素上
升到社会生产要素顶层制度的文
件，《意见》为我国数据生产、流通、
运作作出了制度安排，为规范、有
序、有效开发利用数据、发展数字
经济提供了制度保障。《意见》的出
台恰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并
与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年）》形成政策合力，
对于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不
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
作用，将让数据这一要素资源真正

“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
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

度，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基本
前提。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时代
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建立数据
规则的逻辑起点。在数据生产、流
通、使用等过程中，个人、企业、社
会、国家等相关主体对数据有着
不同利益诉求，且呈现复杂共生、
相互依存、动态变化等特点，传统
权利制度框架难以突破数据产权
困境。《意见》创新数据产权观念，
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
据使用权流通，创造性提出数据
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
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
产权制度框架，以此解决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数据权
属、发展与安全、市场主体与个人
权益等一系列问题。

要完善数据信息中心与数据
管理平台。个人用户可通过平台
管理个人数据，实现数据的私密
保护和有偿分享，企业数据也可

在平台中使用并发挥数据效用最
大化，在维护数据所有权和隐私
权的基础上实现数据三权分离；加
快推动数据小范围试点工作。厘清
数据要素的权力范围，形成标准
化的流程并进行大范围推广。

构建灵活高效的数据要素流
通体系，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重
要途径。数据的使用价值高度依
赖应用场景、规模质量和多源融
合，流通才能创造出更大价值。通
过流通交易可以鼓励市场主体逐
步探索和完善数据定价体系，用
市场化的手段合理评估和量化数
据的经济贡献，真正释放数据资
源的内在价值。《意见》从流通规
则、交易市场、服务生态等方面加
强数据流通交易顶层设计，建立
数据流通准入标准规则，探索开
展数据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构
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

基础较好的领域及行业要不
断探索流通模式和技术手段创新，
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互联网平
台数据流通利用、工业互联网协
同研发及供应链管控等，初步形
成细分领域数据流通形态；探索
建立数据要素操作系统，向下对
接各类数据工具、数据资源，向上
可以对接各业务平台，以此推动数
据低成本、高效率的流通和交易。

建立规范主体权益的数据要
素收益分配制度，激活数据要素
价值的激励保障。数据要素收益
分配是数据要素市场中各主体关
心的核心议题，需要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强政府的主体责任，结合数据
许可等法律方式、数据税收等经
济方式，合理分配数据收益，实现
利益共享和合作共赢。《意见》颠
覆了通过产权来确定权益的传统
分配观念，在初次分配阶段，明确
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
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在二
次和三次分配阶段，重点关注公
共利益和相对弱势群体，防止和
依法规制资本在数据领域无序扩
张形成市场垄断等风险。

（下转第5版）

在位于晋源区的山西太原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药业”）生

产车间，耳畔回荡的是机器轰鸣声，

映入眼帘的是冬日暖阳下一派热火

朝天的忙碌景象。自动生产线快速

运转，工人们忙碌而熟练地投料、制

粒、压片、包装、质检、入库……这是

我国各地制药企业加足马力、扩产

能、保供给，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购药

需求的一个缩影。

为了满足近日各地群众对感

冒、发热等药品持续增长的购买需

求，各地多措并举加大药品供应，通

过迅速摸底、强化帮扶等多种方式，

全速推进重点药品生产企业稳产达

产、增产扩能，尽全力打响药品保供

“攻坚战”，从源头上缓解广大群众

“买药难”。

开足马力生产

加班加点保供“药匣子”

周末不停工、“白+黑”、“三班

倒”、24小时“人停机不停”……走进

太原药业的生产车间，一场与病毒

的激烈赛跑在这里展开。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购药

需求，太原药业迅速投入“战斗”，发

起了一场“保障药品供应总动员”的

活动，号召全厂人员“全线出击，全力

以赴”，及时调整公司生产线，全力保

障保供生产能力。山西太原药业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霞对记者说：

“现在我们已经把公司所有生产线全

部调整为生产发烧退热的药品，公司

所有一线人员加班加点，24 小时轮

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管理人员

不回家，吃住在厂里，统筹协调安排

生产，确保产量。” （下转第6版）

本报记者 张依依 齐旭 杨鹏岳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数字经济必将迎来广阔蓝海
齐旭

图为太原药业对乙酰氨基酚片生产车间图为太原药业对乙酰氨基酚片生产车间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运行

监测协调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1—11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

行态势平稳向好，软件业务收入

增速持续回升，利润总额增长加

快，软件业务出口保持平稳增长。

从总体运行情况看，软件业

务收入增速持续回升。1—11 月

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94672 亿

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较 1—

10月提高 0.4个百分点。利润总

额增长加快。1—11 月份，软件

业利润总额 11140 亿元，同比增

长 6.9%，增速较 1—10月提高 2.4

个百分点。软件业务出口保持平

稳增长。1—11 月份，软件业务

出口472亿美元，同比增长4.9%，

增速较 1—10 月回落 0.2 个百分

点，其中，软件外包服务出口同比

增长10.6%。

从分领域运行情况看，软件

产品收入稳步增长。1—11 月

份，软件产品收入22923亿元，同

比增长 9.6%，增速与 1—10 月份

持平，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4.2%。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2142 亿元，同比增长 14.2%。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1—11 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61535 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

速较 1—10月提高 0.7个百分点，

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5.0%。

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

收入 9327 亿元，同比增长 9.1%，

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为

15.2%；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2528

亿元，同比增长 12.8%；电子商务

平台技术服务收入9476亿元，同

比增长 15.8%。信息安全收入增

速稳中有落。1—11 月份，信息

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1745亿元，

同比增长9.4%，增速较1—10月回

落 0.3 个百分点。嵌入式系统软

件收入增长加快。1—11月份，嵌

入式系统软件收入8469亿元，同

比增长10.4%，增速较1—10月提

高0.8个百分点。 （布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