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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在岚皋县民主镇银盘村红岩寨石斛旅游康养
产业综合开发项目基地，一座座石斛种植大棚在遮
阳网保护下屹立山坡。工人们正往大棚运送种植石
斛需要的木材，并搭建石斛生长需要依托的平台。

安康岚斛仙草康养有限公司是该项目投资方。
公司负责人吴呈友介绍，该项目拟新建优质铁皮石
斛种源基地 10000 平方米， 建设石斛加工厂房，从
事铁皮石斛干条、干花、细粉、枫斗、白酒等系列铁
皮石斛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及农副产品再加工包
装销售， 建设铁皮石斛农旅深度融合休闲康养园，
计划总投资 4800 万元，预计 2027 年完成建设。

岚皋县林业局是这一项目的招商引资单位和
业务主管部门，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储志介绍，早在
去年，局里、镇上和安康岚斛仙草康养有限公司就
签订了招商引资三方协议。 协议签订后，县林业局
指定专人“保姆式”服务项目成长，协助投资方办理
投资建设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招工等。

现在的银盘村村委会所在地 ， 是 2010 年
“7.18” 特大暴雨泥石流自然灾害后集中搬迁安置
小区，一共有 30 多户。房屋蓝顶黄墙，风格统一，又
鳞次栉比，美观整齐，就是缺乏像样的市场经济主

体带动人气、财气、就业和发展。
宜居还得宜业。 2022 年，储志等县林业局干部

一行到该县蔺河镇和平村与从事石斛生产的吴呈
友商谈，请他将在和平村的种植模式优化复制到全
县更多地方。在储志一行带领下，吴呈友根据气候、
海拔、光照、交通等条件，很快相中银盘村红岩寨这
个地方，他不光想在这里建立铁皮石斛种植、加工
基地，还要发展小木屋、餐饮等民宿旅游。

铁皮石斛是我国最珍贵的中药材之一，被尊为
“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美誉。 吴呈友
是浙江温州人， 从小就在雁荡山和铁皮石斛打交
道。 2018 年，在朋友引荐下，吴呈友到岚皋建立铁
皮石斛规模化种植基地，5 年来， 累计在岚皋种植
铁皮石斛千余亩，实现产值 2000 万元。

“120 元一天，我们已经干了 3 天了！ ”正在大
棚里和哥哥陈敬喜一起给铁皮石斛生长搭建平台
的陈敬东说。 “正式投产后， 可带动 30 人长期就
业！ ”吴呈友介绍。

放眼广袤山林运用林荫资源，靠近搬迁安置小
区调集人力资源，大力发展铁皮石斛产业，正成为
岚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
字经济， 将其上升为国
家战略。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指出，
截至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为 39.8%，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
引擎之一。 《陕西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陕西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0%。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新机遇、新引擎。

一、我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现状

近年来， 我市坚持贯彻国家 “互联网+”“宽带中国”战
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打下较好发展基础。

数字新基建提速。 5G 网络基本覆盖中心城区和县城重
点区域，4G 网络和光纤宽带网络实现全市所有行政村全覆
盖，国内首个基于 700MHz 的电力 5G 专用网络落地安康。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市光缆总长累计 15.3 万公里，光纤
到 户 端 口 累 计 253.7 万 个 ， 固 定 宽 带 下 载 平 均 速 率
69.74Mbps。加快实施“互联网+”“智能+”“上云用数赋智”等
专项行动，部署上市政务云信息系统 70 个。 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50%以上。

产业数字化提速。 培育鸿天科技等 4 户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规模企业，实现产值 3540 万元；邮政电信业务总
量 242.19 亿元，增长 39%。 尧柏水泥取得工信部颁发的“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奥邦锻造、南水汽配被评为省
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海润恒昶智能机床、 达成义齿
3D 打印等智能化应用为企业转型升级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上云企业”达 2000 余户。

产业融合度加快。 以直播带货和发展网红经济等形式
助推富硒产业、康养旅游、毛绒玩具和丝袜等产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全市 10 县（市、区）均创建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数字应用域广泛。 安康智慧治理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助
力安康跨步善治新时代。 群众医保“码”上就医购药全面普
及，公交扫码乘车与全国 225 个城市联网，水费、电费、燃气
费实现网上交费。 “名校+”“名师+” 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
“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
机衔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二、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机遇

作为欠发达区域的安康市，经济总量全省占比小、整体
实力不强、县域经济薄弱、创新能力不足、开放深度不够等
问题严重制约着数字经济发展。

发展差距拉大。 全市生产总值、投资、工业、财政收入等
总量均不足全省的 5%， 与安康占陕西 11%的面积、7%的人
口不相匹配。 总体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我市数字经济发展在
县域间、产业和企业间发展不平衡，主导产业、园区经济和
重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迟缓。

产业结构不优。从三次产业结构上来看，2022 年二产占
比回落到三产以下， 结构为 13.8:42.6:43.7， 工业化进程放
缓，现有智能制造企业普遍存在高端技术人才短缺、基础研
究开发和创新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

县域经济薄弱。 全市县域发展差距拉大，生产总值 400
亿量级仅有汉滨区，200 亿量级仅有旬阳市，100 亿量级 3
个县。 县域经济社会运行风险隐患管控缺少数字化手段，制
约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

资金人才匮乏。 “七普”结果显示，安康十年减少 136470
人，下降 5.19%，年平均下降率为 0.53%。 全市数字经济发展
面临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制约，大多数中小微企业
缺少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撑。

三、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只有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大势，以数字化培育新动
能，在“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实践中“突围”，才能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为数字赋能提供遵循。 认真落实全
国、全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尽快出台《安康数字
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及相关配套政策，健全跨部门协调
机制，协同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现代化。
学习东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发展经验， 制定
符合安康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大方向和产业现实情况的政策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加强资金、人才等配套政策建
设。

二是建好基础设施，为数字建设保驾护航。 加快推进
以安康中心城区为引领的物联网感知体系建设 ， 做好高
速光纤建设 、IPV6 升级 、电信普遍服务等工作 ，全面优化
网络接入条件， 为数字经济运转构筑坚实而高水平的网
络基础，刺激数字经济创新与升级。 支持通信运营企业加
快农村地区网络深度覆盖，提升网络速率，完善构建城市
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
技术储备，加大 6G 技术研发支持力度，谋划建设“秦巴数
谷 ”云数据中心 ，推动数字产业化 ，以数字创新驱动发展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三是统筹区域发展，奠定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抢抓国家
扩大内需战略，认真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 年）》，加快物联网规划建设，加快研发智能化产品，支
持自动驾驶、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推进重点产业数字化赋
能，提升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提高
产业全要素生产效率。 推动各县（市、区）统筹谋划电子商务
发展，打造一批为安康代言的新网红。

四是强化试点示范，形成数字经济领先集群。 大力发展
“数据服务、信创工程、数字场景应用、数字产品制造”等数
字经济产业，打造引领陕南、辐射周边的“秦巴数字港”。 高
水平建设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试点示范区，引进实力强、影响
力大的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在安康建立区域总部， 设立重点
研发中心。 支持安康国家高新区、 汉滨区大力发展数字产
业，打造“数字经济”示范标杆。全面推动“11+7”全产业链建
设，把产业链打造成数字链，扎实做好生物医药、富硒食品、
输变电装备等产业链的衔接、谋划和推进，借力数字经济优
势推动全市产业发展上层次、项目建设上规模。

五是加大综合投入，力促数字经济产学研结合。 布局数字
化与行业融合创新技术， 按照国家数字经济产业门类细分界
定安康数字经济分类并制定相对应的发展激励措施， 围绕数
字经济细分领域开展精准招商，深化数字技术场景应用，不断
延伸数字产业链条，吸引相关企业落户扎根安康，吸引技术人
才回流，积极打造安康数字经济领域瞪羚企业和标杆企业。 依
托良好的水电资源优势与气候环境优势， 主动承接计算任务
与大数据平台业务，建立“安康超级计算中心”。

六是坚持融合发展，加快市域产业数字化进程。 认真组
织实施《安康市数字政府建设行动计划方案（2022-2025）》，
统筹数据平台融合应用，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实现利企便民高频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聚焦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引进培育适合安康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鼓
励“+互联网”模式创新，支持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政
务、智慧教育等多维度建设。

在安康东站，2 台“大黄蜂号”机捣车蓄势待
发， 准备对 IV 场 8、9 股道进行一次全方位机械
捣固“按摩”。 早早等候在线路边上的铁路“小黄
人”们已全部就位，只等一声令下。

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安康东站是襄渝 、西
康、阳安线的交汇点，也是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
黄金通道，主要承担陕南、川东和鄂西北地区货
物集散中转，占地面积达 40217 平方米，日均办
理车数 20000 余辆。

经过春运期间繁忙的列车通行，线路设备压
力不断增大。 为强化线路设备质量，不断提升设
备运力，做好春耕物资、粮食生产等运输保证，安
康工务段认真贯彻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精神，统筹
安排，精细谋划，于 1 月 30 日至 2 月 18 日，对安
康东站 IV 场 22 条股道、Ⅰ场 10 条股道、连接曲
线 55 条等进行机械捣固、线路精调、更换钢轨、
轨枕等工作，消除线路吊板、高低偏差、三角坑等
几何尺寸病害，全面强化设备基础，为货物列车
多拉快跑铺就平安路。

“车次 08530、08531，车站两端作业进路已准
备好，可以进入站内作业。 ”9 时 07 分，随着驻站
防护员一声令下，“大黄蜂号” 机捣车拉响汽笛，
缓缓开动，等候在施工现场的“小黄人”们闻令而
动，井然有序地上道作业，根据施工组织既定分
工忙碌起来。

随着作业开始，2 台“大黄蜂”号机捣车卖起
了力气。 只见，机捣车将强壮有力的“蜂足”瞬间
插进道床， 有节奏地起落，“收缩、 振动、 停止
……”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针对施工时间紧、任务重等因素，安康工务
段周密部署、统筹规划、科学施工，严格作业标准
落实，动态完善施工组织方案，提前安排专业科
室人员调查工作量，全面做好人员、机具、材料等
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大机作业不仅解决了安康东站的线路
设备病害，更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让
车间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断、防汛、防胀等
季节性重点工作上来，为全年设备维护奠定了良
好基础，开了个好头。 ”车间主任李国辉说道。 接
下来， 他们还要继续投入大量人力做好道砟补
充、外观整理等工作。

日前， 在平利县富硒堂数字经济有限公司仓
库，工人们正忙着将当地的茶叶、绞股蓝、香菇、木
耳等农特产品打包装箱，通过物流公司发往位于江
苏省常州市的平利县消费帮扶中心。

“平利本地的天然富硒农产品在江苏很受欢
迎，我们联合县内的一些农业合作社，通过和农户
合作经营、代购代销，建立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民
增收致富。 ”公司负责人王秀梅说。

为深化苏陕交流协作，拓宽平利县农产品销售
渠道，在江苏常州经开区的大力协调下，平利县消
费帮扶中心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建成落地，中心总
面积 500 平方米， 展销平利农特产品 7 大类、200
余种，对接农产品生产企业 20 余家，采用“线上+
线下”双线联动模式，积极推广销售平利农特产品。

王秀梅是平利县 2015 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通过几年的辛苦打拼，她创办的富硒堂数字经济有
限公司发展农业示范基地 639 亩,带动产业户种植
4000 亩,开发农副产品、粮油等产品 100 余款,经营
线上店铺 13 个、线下店铺 17 个，帮助当地产品双
向流通,带动农户增收。 近年来，王秀梅通过电商直
播，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的通道，掀起了农产品
的销售热潮。

“近年来， 我们持续在常州举办平利特色农产
品展销活动，搭建富硒农产品销售推介平台，这次
我们跨区域在常州武进区设立平利消费帮扶中心，
拓展了苏陕交流协作的深度和广度，既满足了常州
群众的消费需求， 也拓宽了平利农产品的消费渠
道。 ”常州市经开区在平利县挂职政府办副主任徐
益忠说。

近年来， 平利县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创建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的重要基础，依托境内良好的生态资
源，制定出台《富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奖扶办法》，激
发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以
茶叶、绞股蓝为主的富硒产业，同时积极拓展农产品
销售渠道，促进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

常州经开区对口帮扶平利县以来，两地深入开
展产销对接，持续搭建销售平台，共同推动建立消
费帮扶中心、专馆 6 处，形成了政企联动、合力推动
的消费帮扶良好局面，有力提升了该县农业综合效
益、拓宽了助农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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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种出“致富良方”
通讯员 陈延安 龚永科

农产品出村进城 多渠道联农富民
通讯员 吴文兵

安安康康东东站站为为货货物物列列车车多多拉拉快快跑跑
铺铺就就平平安安路路

通讯员 司奎超 张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