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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是一所
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普通高校，
1993年建校，是河南省最早开展本
科教育的民办性质高校。学院位于
郑州南大学城——南龙湖宜居教育
园区，距离郑州市中心城区 10 公
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学院设有国际贸易系、会计学
系、企业管理学系、市场营销系、信
息工程系、外国语言文学系、文法学
系、艺术系、建筑工程系、体育系等
10个系和公共外语部、共同学科部
等两个教学部，占地 1300多亩。美
丽的龙湖横穿校园，湖光楼影、绿树
成荫、水木清华、景色宜人，早在十
几年前就被郑州市人民政府授予了
花园式单位称号，2011年又被河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授予河南省园
林单位称号，是读书和求学的理想

境地。
校园环境是一种物质文化，对

学生成长成才有着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作用。升达校区内有天然湖
面 100 余亩，有湖有水，就有了灵
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刚开始建
校时，工程未动就先规划种树，有了
树木就显得生机勃勃。

在校园的规划设计上，学院坚
持的是文、雅、序、活的原则。文就
是有文化品位，学校是育人单位，
建筑要有文化气息；升达的建筑红
砖素墙，古朴典雅，体现了中华民
族传统的建筑格局和风格，在全省
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在建筑上的传承。雅是指高雅，
不媚俗，是教学单位，要雅致，升
达把洗手间称为绅士盥洗间、淑女
盥洗间，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升达

的雅致。序就是有秩序，不能杂乱
无章，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教
学区、生活区、办公区等既自成一
体，又无缝衔接，井井有条、井然
有序，寓意学生做人做事要讲规
矩。活就是要有灵活的地方，就像
国画一样，讲究“留白”，碧绿的
湖面，茂密的树林，绿绿的草地，
给学生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

大学，除了有大楼、大师之
外，还要有大学文化。大学文化对
学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学院十分
注重文化育人的作用，始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和国
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从
严治校、特色办学、科学发展的基
本思路，并把推行大学文化的措施
凝练形成了“三三三制”。第一个
三为“三心”，即“关心、爱心、

耐心”；第二个三为“三严”，即
“严管、严教、严考”；第三个三为
“三特色”，即“两证多照的教学特
色，守时、守信、守法的品德特
色，风度仪态的形象特色”。“三三
三制”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三心
是基础，三严是方法，三特色是目
标，为培养高级高素质人才提供了
坚实保障。

学院特别注重弘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了一条富有特
色的养成教育之路。养成教育的主
要内容和载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
坚持每日升国旗制度的爱国主义教
育；二是开展“文明礼貌月、感恩周”
等主题活动的感恩诚信教育；三是
开展“秩序礼仪、文明宿舍、学生整
洁”三大竞赛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
貌教育；四是开展以“团体劳动、工

读劳动和基本劳动”为主的劳动教
育。通过上述载体，对学生日常行
为进行全面细致培养，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肯定
和认可。

另外，升达书香满园，学风浓
郁，每年都开展大学生读书节、全民
读书月活动，曾被评为国家级全民
阅读活动先进单位，连续 7年被评
为河南省书香校园建设先进集体
等。这种朴实的好学之风，浓郁的
书香氛围，为学生努力求学营造了
良好氛围。

建校 20年来，该院为国家培养
各类毕业生 5万多人，优秀校友遍
布企事业单位。他们以懂管理、肯
吃苦、善动手、能创业的特点得到了
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郑 升）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注重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努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17000 多 字 、61 处“ 互 联
网＋”、36处“融合”……《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4日发布，标志着在全
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20年后，中
国正全速开启通往“互联网＋”时
代的大门。

这扇大门打开速度之快超过
外界想象：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6月
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互联
网＋”行动指导意见》，仅隔 10天
国务院发布全文。

过去 20多年来，互联网在中
国快速发展。中国 93.5%的行政
村开通宽带，网民数达 6.5亿，一
批互联网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
入国际第一阵营。

为衡量各国互联网经济规
模，麦肯锡推出了 iGDP指标即互
联网经济占GDP比例。

从 2010年到 2013年，中国的
iGDP从3.3%上升到4.4%，达到全
球领先国家水平，已具备加快推
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
新民介绍，互联网在中国经历了3
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
的基础初创期，2001年到 2006年
的产业形成期，2007年以来的快
速发展期。

“这几个时期分别‘＋’出了
网购、电商，‘＋’出了O2O（线上
线下联动），也‘＋’出了OTT（微

信等顶端业务），而2015年则进入
‘互联网＋’时代，开启了融合创
新。”他说。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
切需要构筑新优势、新动能。《指
导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互联
网＋”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 22 个大的工业门类
中，中国有 7个门类居全球第一。
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说，但产业
结构不均匀、居于产业链低端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工业。

纵观全球，德国通过“工业
4.0战略”让制造业再升级，美国
以“产业互联网”让互联网技术优
势带动产业提升。

如今在中国，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尤其是“互联网＋”
被寄予厚望。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
铨院士说，中国提出“互联网＋”，
是要在西方模式外找到更适合国
情的跨越发展机会。

《指导意见》还指出传统企业
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
深入等“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

专家认为，“互联网＋”时代
大门开启，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
体在内，社会各界都要转变观念，
调整思路，科学有序地推进“互联
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新优
势和新动能。

中国开启“互联网＋”时代大门

打开手机里的APP商城，里
面的货物不是一件件地简单排
列，而是根据主题对消费者进行
的个性化推荐，让顾客觉得推送
也可以变得如此有情怀。

在全渠道转型过程中，天
虹商场将自己定位成提供生活
解决方案的服务商，而这一切
都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天
虹电商事业部副总经谭晓华介
绍，天虹一方面收集有身份认
证的顾客在线上的消费数据；
另一方面，通过门店的wifi来搜
集顾客在参加互动活动、发微
博、朋友圈时的行为数据。通
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提炼出用
户的兴趣爱好，从而实现精准
化营销。

无论是电商还是店商，利用
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已成为趋
势。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互联
网＋”11个重点领域，其中之一
是推进“互联网＋”电子商务的
发展。意见指出，要推动电子商
务行业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的大数据资源，提升企
业精准营销能力，激发市场消费
需求。

相比网络零售，传统零售业
近年发展呈放缓趋势。据中华
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15年
一季度，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
企业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较上
年同期降低 1.4个百分点，连续
第四年呈现放缓态势。而与此
同时，网络零售保持强劲势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
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41%，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8.9%，拉动社零增长近 2.9个
百分点。

意见指出，推动各类专业市

场线上转型，引导传统商贸流通
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整合资源，
积极向供应链协同平台转型。
鼓励生产制造企业面向个性化、
定制化消费需求深化电子商务
应用。

在运用大数据做好精准营
销的同时，各大零售企业也加快
了移动电商的布局。沃尔玛中
国公司今年5月启动O2O电商项
目“速购”，消费者可以通过“沃
尔玛”手机APP快捷地购买上万
种商品，同时顾客可到“速购服
务中心”自提货物。而华润万家
6月初正式推出电商“e万家”，同
时推出配备“电商中转站”和“货
品自提柜”的“乐购 express”新业
态便利超市，打造线上线下融合
的一站式购物。

电商与店商也加快融合步
伐。日前，阿里巴巴正式发布实
体商业“互联网＋”平台“喵街”，
这一平台基于用户当前地理位

置，向其提供周边商场及其品牌
门店信息，并提供吃喝玩乐购的
一站式服务应用。目前，杭州银
泰百货成为“喵街”的试验场地，
未来“喵街”还将和更多的实体
门店合作。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
究部副主任赵萍指出，传统零售
业结合“互联网＋”的转型有几
种模式：比如打造实体店、网上
商城、移动端的全渠道经营模
式；利用客户在线的大数据分析
进行精准化营销；加入第三方平
台，共同开发线上线下项目等。
但核心都是以顾客为中心，满足
个性化需求和增强用户体验。

互联网释放了消费者的个
性化消费，在改变销售方式的同
时，也倒逼生产方式的转型。青
岛红领集团利用在过去 10多年
积累的超过200万名顾客个性化
定制的版型数据，建立了一个量
体数据与西服版型和尺寸的数
据库。根据这些数据，红领可以
实现计算机3D自动打版。

市场环境的改变正在倒逼
渠道商和供应商向满足消费者
综合需求转型，不少家电生产商
比如海尔、苏宁、国美等也开始
根据大数据分析向上游供应商
进行产品的包销定制。

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
对促进零售业转型和消费优化
升级的作用，还需解决一系列问
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
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提
升、物流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严
重滞后、网络消费投诉呈爆发式
增长、市场监管意识和技术有待
提升等都成为制约因素，应统筹
考虑尽快解决，让“互联网＋”为
促进消费释放更多潜力。

本版文字据新华社

“互联网＋”助力传统零售业加快转型

从个性化定制到个性化生产

“互联网＋”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