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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娜）南京小
西湖变成游客喜爱的深度打卡地，
扬 州 千 年 小 巷 仁 丰 里 火 爆“ 出
圈”……这都是城市更新改造带来
的巨大变化。今年江苏省两会期
间，省人大代表、华设设计集团董事
长杨卫东关注到城市更新的话题。
他指出，一些闲置或低效使用的老
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及其他相关附
属设施，往往处于城市核心地段，建
议加大对交通枢纽区域的城市更新
谋划，放大交通资源的人流和物流
优势。

交通枢纽片区作为城市结构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是城市发展
的动脉与活力源泉。杨卫东建议，
应加大对老火车站、老汽车站、高铁
站、重要港口等交通枢纽区域的城
市更新谋划，对各类存量资产进行
综合评估，可以放大交通资源的人

流和物流优势，同时做好运营前置
规划，从投资驱动向运营驱动转变，
做好产业导入。

杨卫东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应
构建城市交通协同下的城市更新项
目实施时序控制体系，通过交通枢纽
引领更新、城市轨道交通带动更新等
方式，实现城市更新与城市交通系统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同发展。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
造，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优化
交通流线，减少拥堵，提升乘客体
验；引入绿化景观设计、艺术装置
等，营造舒适宜人的环境氛围，促进
人与空间的和谐互动。

同时，鼓励和支持在交通枢纽
周边发展多元化业态，如创新科技、
文化创意、高端服务等，以产业激活
带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为城市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点。

江苏省人大代表杨卫东建议：

加大对交通枢纽地区的城市更新谋划

杨卫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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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数据条例》4月1日起施行
助力江苏点“数”成金

江苏省人大代表张利民建议：

完善江苏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江苏省人大代表姚芳建议：

撑好家庭“保护伞”，守护“少年的你”

姚芳代表

加强公共数据供给
能共享的不得重复收集、多头收集

2024 年 11 月，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的意见》，细化
具体措施，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为主线，培育经营主体，壮大
产业规模，繁荣产业生态，力争建
设国内领先的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高地。

《条例》专门设立了数据产业
专章，对数据产业进行体系化布
局，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条例》要求制定数据产业发
展相关规划、方案和政策措施，培
育发展数据汇聚处理、流通交易、

安全治理等相关产业，推动构建数
据产业生态体系。推进数据产业
发展载体建设，促进数据产业集群
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据产业。
完善数据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共
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推动先进技
术产业化应用，鼓励支持数据基础
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
字技术创新与数据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数据相关专业服务机构，
探索建立数据企业认定机制。要
求制定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和激励
性措施，规定可以依法设立相关基
金，引导支持数据产业发展。

对数据产业进行体系化布局
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近年来，数据泄露、个人信息
滥用等事件频发。对此，《条例》
明确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
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
得过度收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
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
的单独同意。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结束后应当销毁个人信息相关数
据，以防隐私泄露。针对个人信
息相关数据的流通使用，应依法

依规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经过匿名
化处理，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权益。

还有一些网络商家利用算法实
施“大数据杀熟”。夏正芳介绍，
《条例》规制了“大数据杀熟”等行
为，更好维护网络平台用户权益。
《条例》明确要求网络平台服务提
供者不得利用网络数据、算法以及
平台规则等从事通过误导、欺诈、
胁迫等方式处理用户在平台上产
生的网络数据等活动。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
生产要素，如何发挥数据要素的乘
数效应，已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所在。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条例》
立足江苏产业发展优势，充分体现
江苏制造业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
应用场景优势，积极发挥数据在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的创新
引擎作用。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数据应
用场景建设，加快应用场景布局，
建设典型数据应用场景，推进数据
应用创新。

《条例》提出江苏大力发展人工
智能，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场景创
新，推动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
产业化问题，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与规范监管，提升人工智能发展
质量和水平。支持构建高质量数
据集和语料库，推动人工智能大模
型开发和训练。

《条例》还明确推动数据在工
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和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活服务
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数据与政务服
务深度融合，加强数字政府集约化
建设，提高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

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
提出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

规制“大数据杀熟”
更好维护网络平台用户权益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
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1月22日下午，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经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解读。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是江苏省级层面首部数据领域的基础性法规，《条
例》将于4月1日起施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目前，数据工作进入由战略部
署向落地实施的关键阶段，聚焦让
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
安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数据
共享不充分，“信息孤岛”“数据烟
囱”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夏
正芳介绍，《条例》要求建立健全一
体化数据资源体系，加强公共数据
供给，支持企业等经营主体开放数
据，促进个人信息相关数据合理利
用。规范公共数据收集，强调“能

够通过共享获取数据的，不得重复
收集、多头收集”。建立公共数据
统一目录管理和分类管理制度。
依托公共数据平台实施公共数据
的统一管理，规定“不得在公共数
据平台之外新建跨部门、跨层级、
跨地区的公共数据共享、开放、运
营通道”。对公共数据汇聚实行清
单化管理，强化公共数据资源汇
聚。推动公共数据回流，更好满足
基层业务需求。推进基础数据库
和主题数据库建设，促进数据共建
共享。

现代快报讯（记者 于露）近年
来，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积极
探索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有效途
径。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财经大
学党委书记张利民在调研中发现，
当前江苏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方面仍
面临一些挑战。为此，他建议，江苏
要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
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目前，江苏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链条衔接不够紧密、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场景也有待拓
展。”为此，张利民建议，由省发展改
革委牵头，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统计局等相关部门，进
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张利民认为，要建立全省统一
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夯实“两

山”转化基础。他建议，根据国家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结合江苏实际，适时制定出台《江苏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推动
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
核算的精准性、标准化，明确指标体
系、核算流程和核算方法，因地制宜
探索评估与核算结果的应用路径；
设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专项课题，
加快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打造绿
色科技新引擎，有效打通“两山”转
化路径。

“建议发挥多部门协同作用，进
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与自然资源监测、市场化
定价以及平台建设等工作的有效融
合。”张利民还提出，要进一步拓展
核算结果在政府决策、企业经营、金
融支持、交易变现和绩效评价等应
用场景的推广，加快生态产品价值
多元转化。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郭巍 记者
杨亦文 史童歌）近年来，未成年人
犯罪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今年江
苏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宿迁
市洋河新区王园小学校长姚芳带
来的建议就与此有关，她建议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强化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提升其监
护能力。

在姚芳看来，未成年人由于辨
认和控制能力较弱，自我约束能力
不足，难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
值观。一旦缺乏有效的监护，或者
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职责，他
们就极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进
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对此，姚芳建议，政府应充分发

挥统筹协调作用，借助民政部门婚
前教育、卫健部门育前教育、妇联家
风学堂、教育部门家长课堂、检察机
关法治教育等多种途径，广泛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邀请专业的家
庭教育指导师为涉案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提供科学指导，同时委托妇联
等部门对履职不当的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他们
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

同时，要深入乡村、社区宣传
家庭教育促进法、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依靠基层组织重点关注离异、单
亲、留守儿童家庭，督促其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加强对未成年人关爱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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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民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