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蝶变”经验给甘肃发展带来的几点启示
*1

姚庆荣

（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贵州借助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

成为全国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先进标杆。为学习典型、借鉴经验，助推甘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笔者在广泛研究

贵州“蝶变”系列案例的基础上，理性挖掘其成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照甘肃实际现状，提出了四点对策建议，

以期对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起到一定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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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曾几何时，贵州也同甘肃省一样，因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相对滞后而成

为国内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之一。但是近些年，贵州审时度势，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

展新路，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 3 位、年均增长 11.6%，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

构存贷款余额、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先后突破万亿元大关，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经过短短 4 年时间的发展，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已

独具鳌头。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正式落户贵州，三大运营商、多个国家部委和华为、阿里等多家顶级企业大数据中心落地贵

阳，奠定贵州在中国大数据版图上的执牛耳地位。如此种种，现在贵州省已经成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成功典范。

为了学习典型，启迪思考，助推甘肃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本文对贵州“蝶变”系列成功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学习借鉴

的基础上，对甘肃省如何在“十三五”期间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

1 用好政策，用足政策，用活政策

在外界眼里，贵州交通闭塞、传统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远远满足不了时代要求以及全民小康的发展目标。但随着 2012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同年 2 月《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十二五”

规划的批复》这些国家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贵州省坚定了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信心和决心。在深入分析自身优势资源后，贵

州发现，自己跟大数据产业有着天然的“缘份”（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蕴藏丰富电力、水力、煤炭等能源，地质结

构稳定、自然灾害少）。于是经过不懈努力，贵州已然崛起，成为中国“数谷”。

目前，对甘肃省而言，同样面临着政策叠加的难得机遇。不仅有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扶贫开发、关中—天水

经济区规划实施和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利好，还有国务院为甘肃省量身定做的《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

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甘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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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等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含金量之高、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能不能抓住这些难得机遇，用好用足用活这些政策，对甘肃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执政能力提出了现实考验。

为此，我们要向贵州学习，把精力用在研究政策上，把智慧用在落实政策上，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用好、用足、用活国

家政策，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对甘肃的各项扶持政策，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支撑点，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增加发展动力。要深入研究政策，把握好政策、运用好政策。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千方百计地抓项目、跑项目，全力抓好招

商引资。要下大力气，下定决心，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围绕资源、产业、民生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寻找发展新出路。要

做大做强商业、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实现多条腿走路。

2 加强顶层设计，保证全省发展规划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

近年来，贵州省始终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毫不动摇坚持主基调主战略，明确“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工作

总纲，提出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这些战略思路在全省形成了高度共识，而且各届领导班子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以贯

之谋发展，接力奋斗，传承接续、久久为功，将一张蓝图绘制到底。

由此，从贵州经验可以看出，甘肃要想弯道超车，就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甘肃省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和阶段性特

征进行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省情，努力挖掘地方资

源、区位、战略、文化等优势，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底线，科学研判分析，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切实有效的发展综合规划，

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从而保证发展规划和工作思路的连续性，切实培植后发优势，实现

奋力后发赶超。

3 针对痛点对症下药，对各类人才要真心对待

截止 2015 年，全省拥有院士 5 名，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45.42%。由此可以看出，贵州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发展

大数据，贵州首先要克服的最大瓶颈是“人才”问题。为了补齐这个短板，他们在培育、引进、留住人才方面采取了多种鼓励

措施。比如针对贵阳新获批建设的大数据相关专业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点、专科（高职）点，将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

10 万元、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推荐毕业生到贵阳市大数据企业、科研机构工作的高校、职业院校，每年最高奖励 20 万元；

对入选贵州“百人领军人才”和“千人创新创业人才”的大数据人才，首次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的资金奖励等等。

相比较而言，甘肃省的人才数量较多。截止 2015 年，两院院士共 19 人，领军人才 1008 人，省内各类创新平台达 575 个，

各类各级科研院所 132 家，拥有国家实验室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0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个、国家高新区 2 个、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 8 个、高新技术企业 320 家。当前，在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怎样用好人才是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为此，

特提出以下建议：

（1）确保各类人才“留得住”。把留住人才不能只挂在嘴皮上，而是在工作上给人才提供更多机会，在生活上给人才提供

更多便利，在发展上给人才提供更多出路，在政策上给人才提供更多优惠，提高人才服务水平，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2）要确保各类人才“用得好”。要凝聚合力、鼓浓氛围，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励等机制，抓好人才工

作，为广大人才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3）政府人才政策要保驾护航。在当前全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之时，为吸引和集聚大批高层次人才，甘肃省委省政府也要

像贵州那样不惜代价，着力出台人才专项政策，真正为良好的“三创”投资环境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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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舆论造势，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极尽宣传之能事

舆论造势始终贯穿于贵州打造大生态、大扶贫、大旅游的每个时刻和每个环节。一方面，利用自身气候特点、民族特点和

产业特点广泛推出特色，提出“多彩贵州，爽爽贵阳”宣传标语，既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也得到上级部门对贵州基础设施

建设的大力支持，还让全省干群看到了贵州的希望，从而增强了支持党委、政府工作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宣传造势，激发

了全社会广泛关注贫困地区，关注贫困群体，关注神秘爽爽的贵州，激发了各地客商对贵州优惠条件的青睐，从而推进大生态、

大扶贫、大旅游、大产业的发展。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化交融的枢纽， “历史文化厚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

库”。不仅具有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甘南香巴拉、黄河风情、麦积山、崆峒山、黄河石林等精品旅游线路和一批精品旅游

景区，而且还有庆阳、会宁、腊子口、哈达铺等红色旅游基地以及白龙江、小陇山、祁连山森林旅游胜地。这些年来，甘肃旅

游宣传尽管亮出“组合拳”，但效果还不是非常理想。甘肃省旅游文化宣传造势方面，应围绕“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

等重要节点，精心策划运筹，推出典型报道，在全国陆续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地毯式的宣传造势和营销推介，全面提升“大

美甘肃”旅游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甘肃旅游实现井喷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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