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需办理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内容

一、人大建议

建议（十八）

题目：关于把统筹规划，整体推进“云天中卫”建设的建议

内容：中卫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云天中卫”，

发挥和放大中卫云计算产业基础优势，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推进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

生服务深度融合，推动中卫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海原县作为

深度贫困县，信息化发展水平低，计划通过积极抢抓“云天中卫”

建设机遇，加快“数字海原”建设，完善信息服务智慧化基础，推

动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逐步实现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

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目前我县

与全市“云天中卫”建设有效衔接不够，由我县独立推进将容易形

成“信息孤岛”，同时因与中卫市建设标准不一致，易造成重复投

入等问题，制约“数字海原”高质量推进。

建议：中卫市将“两县一区”和海兴区整体纳入“云天中卫”建

设总规划，由市级统筹建设全市“一张网”，打通信息壁垒，带动

市域各县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建议（十九）

题目：关于支持海原县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的建议

内容：为进一步促进优质资源下沉，方便群众看病就医，有

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看病贵”问题。海原县以自治区“互

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建设，全县 19家乡镇卫生院接通政务外网，标准化村卫生室全

部接通医保光纤，实现一卡通就医结算全覆盖；依托自治区远程

会诊中心，县人民医院与 37家区、内外三级医院，县域 17家乡

镇卫生院建立了“远程会诊”平台，实现我县县、乡医疗机构与部

分区外及区、市远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首诊在基层

的就医服务模式逐步推开；初步建立了家庭医生线上服务平台，

在线上线下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转诊、慢性病随访、

健康管理和延伸处方等签约服务，实现了服务对象信息“只录一

次”；两家县级公立医院购买了移动护士站，一线护理人员可随

时对病人相关信息进行查询、核对、采集、执行和传输，提升了

服务效率；县人民医院开通了电话预约挂号、自主挂号、自主缴

费、自助打印检查报告等服务，方便了群众就医。目前，我县“互

联网+医疗健康”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一是网络及硬

件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信息化基础建设较落后，网络硬件设施亟

待改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信息化设施比较差。受资金缺乏影

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检验、心电、超声等远程诊断系统转换

设备和村卫生室远程终端设备配备无法及时跟进，与县级医院不



能匹配，造成数据传输障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二是信息壁垒

还未完全打通。现有专网系统太多，还未统筹整合集中到一个操

作平台上，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信息“孤岛”的问

题依然存在。

建议：将海原县“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县建设纳入中卫市

“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市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实施，信息共享，

确保与全市同步建成“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实现全市人民

群众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二、政协提案

第 018 号

案由：关于实施新兴产业提速工程、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的

建议

提案人：曲鸣

内容：近年来，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越是欠发达地区，越

需要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中卫市按照“一区四基地”

（打造一个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示范区，建成军民融合产业基

地、国家战略数据安全灾备基地、西部云制造基地和大数据产业

基地）总体规划，不断完善道路、电力、通信、供排水等配套基

础设施，实施园区绿化亮化工程，加快亚马逊、美利云、中国移

动等大型数据中心建设运营，云计算产业蓬勃发展。但是，也还

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在职业培训方面，中卫本地人才稀缺，且数据中心产业

相关职业工种目前尚未纳入人社部门培训资金补贴范畴，生源匮

乏且学员培训学费压力大，难以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输出体系，

造成了一方面用人单位缺人、另一方面求职者找不到合适岗位的

矛盾。

二是在青年见习方面，人社部门推荐到企业见习的青年，由

于缺乏相关专业的系统培训，见习完成后难以稳定就业；同时一

些企业在不需要顶岗见习的情况下，见习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

也增加了企业交通、伙食等方面的成本，难以大规模推动见习。

三是在科普教育方面，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主体投资的科普

教育基地，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等一次性投入大，但科技部门对

其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为此建议：

一、加快推进云计算相关职业工种职业培训补贴，大规模开

展数据中心运维工程师培训，为中卫西部云基地高速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

二、将青年见习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短期实践和职业发展规

划相结合，给予见习生见习补贴的同时，帮助见习生取得相应职

业资格，实现长远发展。

三、加大对科普教育基地资金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数据中心

资源优势，进一步扩大科普宣传阵地，促进科普教育和科技创新

协调发展。



四、在促进重点企业发展数据中心产业的同时，帮助企业在

发展新兴产业方面获得政策、资金支持，促其进一步做大做强。

第 049 号

案由：关于为中卫云计算产业定向培养、储备人才的建议

提案人：曲鸣

内容：近年来，中卫云计算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亚马逊

AWS、奇虎 360两个超大型新一代绿色云计算数据中心，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美团、人民网等一批云制造、云服务、云应用

项目也相继落户中卫，西部云基地正在成为推动中卫乃至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但是，人才紧

缺问题已成为制约云计算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一是

中卫本地人才专业经验相对较少、专业性急需提升。二是中卫人

才招聘难度大，相应部门扶持力度不够。三是中卫从外地招聘的

专业人才，由于各方面原因，难以扎根中卫。四是全国数据中心

运维人才紧缺，流失率高，急需稳定的人才输送渠道。为此建议：

一、在“地区特色人才项目”、“人才创新创业平台”、“现代

服务业自主设计人才项目”等有关项目申报方面，依据有关政策，

给予大力支持。引导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资金用于人才孵化基地

建设。

二、结合“扶贫攻坚”战略，扶贫部门应积极引导贫困人口参

加人才孵化基地岗前培训，并给予培训专项资金支持，帮助解决



就业。

三、结合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培训支持政策，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应积极帮助引导退役军人参加人才孵化基地岗前培训，给予培

训资金支持，帮助解决就业。

四、结合国家职业培训有关政策，人社部门应在云计算基础

设施运维人才孵化基地批准、设立、认定、政府定点培训项目、

跨省劳务输出等方面，按照有关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