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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见习记者 刘佳兴

科技改变世界，数字点亮生活。在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字技术
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改变着贵
州乡村的面貌，为农民带来了更加美好
的生活。贵州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的重要
发展高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
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大动力。近日，记者走进贵州乡村，
探寻贵州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为乡村产
业、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赋能。

数字化驱动乡村产业发展

温度 30.7 摄氏度、相对湿度 62.3%、
光照 10771勒克斯……在清镇市骆家桥
村的蔬菜大棚内，每个棚里都有一块显
示屏，上面实时显示棚内的各项数据，而
在大屏下方，红的、黄的、绿的，各种“胖
嘟嘟”的辣椒长势喜人。

“了解大棚温度、湿度和光照后，我
们通过物联网就能控制大棚卷膜器和水
肥灌溉。”基地负责人李春晖拿着手机向
记者展示说，点开这个贵州航天智慧农
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
手机端应用，就能实时对万亩农田和作
物实施远程管控。

“这一平台实现了‘大棚管理’‘农事
任务’‘采收管理’‘农事用工’等管理功
能。”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种简单便捷的“一键管理”，
其背后是基于航天科技强大的农业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和AI等技
术“硬支撑”。

据悉，该平台通过对大棚内温度、湿
度、光照和土壤里的微量元素进行检测，
配比出适应的肥料让其达到最佳状态适
宜蔬菜生长，使蔬菜的种植变得更加高
效、精准和可控，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
率，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

“我们基地目前共有 263个大棚，按
照‘菜+菌’周年栽培模式，种植辣椒、番

茄、羊肚菌、生菜等品种，平均亩产量 5.5
吨，年生产优质生态蔬菜近5000吨，不仅
能保障供应贵阳市场，还有剩余产能销
往全国各地。”骆家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
树说。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与
农业生产深度耦合，各类数字化应用场
景下的“新农具”不断“上新”，田间地头
农机穿梭、无人机飞舞，全程机械化作业
已成为日常，传统农业正加快向数字农
业转型。

“贵州省内的每一头猪，我们都能找
到它的父母。”贵州猛猪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产品经理徐鹏告诉记者，公司通过物
联网 5G 技术、智能 AI 管控等数字化设
备，生猪实行精准饲喂、智能环控，实现
了生猪全链条全程数字化监管。

“自从用了这个系统，养的猪越来越
多，人工仅需要我们夫妻俩就行，养好的
猪还可以平台销售，这个系统太好了！”
修文县六广镇福旺种养殖基地的负责人
喻广福说，通过手机平台，可以看到猪的
实时情况，实现生猪饲喂全自动化，并能
掌握猪的实时体征数据等信息。

据了解，贵州猛猪公司通过数字化
平台建设，借助数字化技术，整合贵州省
养猪行业协会内外部金融、全省畜牧业
网格化服务站点、生猪保险、养殖服务、
物流等相关资源，对贵州生猪产业链上
下游进行精准服务，与原有业务混合互
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形成协同、赋
能、共生的生猪养殖产业服务平台。

数字化优化乡村人居环境

随着以 5G、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日益融入农业农村各个领域，数字
经济发展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广大农民
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促进广大农民共
同富裕的“助推器”。

走进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幸福村，蜿
蜒的柏油马路通村而过，一栋栋崭新的
民居沿路而建，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走进村民家里的卫生间，洗脸
台、便池、热水器一应俱全，厕屋外的粪
池还可以实现智能清掏。

“治厕还是对生活有大改变，化粪池
比原来好太多了。以前要自己去掏，现
在不用，整体比较卫生，也没啥味道，大
家都很满意。”幸福村村民柳正林说。

“我们通过天翼物联基座，实现软
硬件一体化，改厕设施可绑定物联网设
备，全方位展现设施运行状态，满足村
管理者对物联网数据的可视化需求，提
供准确直观的信息支持。”中国电信贵
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展示改厕
事件多维度统计数据，为主管部门提供
决策依据，指挥调度中心汇聚辖区内所
有改厕事件，结合地图标识待办事件位
置，支持交互查看事件详情及节点处置
情况。

据了解，改厕及粪污资源化利用管
理平台是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和中国电信联合开发，主要面向
农村改厕管护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场景，
结合小程序，实现一键管护、统计分析、
监督巡查等功能，形成农户改厕有意
愿、厕所坏了有人修、粪液满了有人抽、
抽走之后有效用的良性互促闭环，实现
厕所粪污变废为宝、助推农业生产绿色
生态。

“我们将坚持把农村户厕改造作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重要抓手，探索贵州省农村改厕
3.0模式，助推改厕提质增效。”贵州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数字化引领乡村治理创新

如今，乡村的数字化建设不仅为农
村带来了生产上的便利和经济上的增
长，同时也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各地
纷纷加大投入，加快乡村数字化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
农业生产、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您已进入危险区域，请及时离开。”
在贵定县云雾镇营上村五道河水库旁，

一有人靠近深水区，附近的水域防治监
控就现场发出了语音警示。另一边，营
上村驻村干部和网格员的手机上也会同
时收到提示。

“通过‘数字乡村’智慧大屏，山林、
河流等重点防控区域清晰可见，通过‘监
控+喇叭+平台’三位一体的模式，进一步
推动了‘互联网+’向基层的延伸覆盖，提
升了乡村综合治理的预防、劝导、管理能
力。”贵定县相关负责人说。

“办事网上申请，很快就解决，不用
来回跑，效率高、方便。”紫云县猫营镇黄
鹤营村村民施安勇拿出手机，打开数字
乡村App，之前申请办理的事项已经审核
通过。

“插上数字‘翅膀’，乡村治理更智
慧，管理服务更便捷。”黄鹤营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恒礼说。

透过数字乡村平台，河道、村庄卫生
及安全状况一览无余，产业基地随时掌
握，“云广播”喊话提醒，便民服务网上
办……黄鹤营村通过数字乡村平台，乡
村治理迈向现代化。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
向乡村流动，打造数字乡村等平台，实现
乡村治理精细化、便民服务智能化，乡村
治理因此变得“智”慧化，政务服务实现

“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村民办事、议
事、说事渠道更加畅通。同时，贵州还打
通了与“一中心一张网+联户”“雪亮工
程”等平台的衔接，实现了法律服务、平
安建设等服务的一体化，群众幸福感持
续“满格”。

“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不仅推动了乡
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更为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提
供了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这一变化
不仅促进了乡村的发展，更提升了农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贵州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在数字经济浪
潮的推动下，贵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贵州：数字化提速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江苏省泗洪县梅
花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引导党员干部和党员志愿者
深入田间地头，向群众问需解
难，助力农业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图为日前在梅花镇段庄
村一精品葡萄种植基地，党员
志愿者向种植户了解葡萄销
售情况。

陈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摄

本报讯（于海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岳海兴）日前，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发布全省67个监测点苗情调查显示，全省
玉米普遍处于乳熟期至蜡熟期，水稻普遍
处于乳熟期至蜡熟初期，大豆普遍处于鼓
粒期。眼下，全省各地加强田间管理，确保
秋粮丰收。

“今年气温低，水稻的生长进程也比
往年晚，‘一喷多促’来得太及时了，大飞
机作业，不仅喷施快，效果还好。”北大荒
集团前锋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大户潘
成龙说。为了实现粮食全面丰收，北大荒
集团前锋农场适时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为农场 100余万亩水稻上了一道“丰收保
险。”据了解，今年，前锋农场“一喷多促”
技术已在全场14个管理区同时实施推广，
已于 8月 24日全面完成水稻“一喷多促”
作业，为秋粮丰收夯实了基础。

在望奎县卫星镇水二村玉米种植示范
区内，玉米已进入蜡熟期，长势良好，一派
丰收景象。今年，望奎县在农作物种植过
程中，根据农民实际需求，重点推广传授玉
米 110厘米、大豆 130厘米密植栽培技术、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一喷多促”
等技术，集成创新新技术与新模式。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踏查，农技人员连同全县109
个村级测报员定时监测病虫草鼠害发生趋
势，准确掌握病虫信息，发布预警预报，为
全县防灾减灾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今年我县秋粮作物长势喜人，预计
全县粮食总产能够突破 23亿斤。”望奎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治国说。

在绥棱县九井村，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绥化分院研究员、绥棱县科技增粮专家
服务团团长景玉良正在查看大豆长势。
景玉良介绍，目前，黑龙江省大豆生长状

况多处于鼓粒期向成熟期过渡，整体生育
进程接近常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
化分院积极推动科技增粮“省市县”三级
联动服务模式。

近期，服务团围绕三大作物后期田间
管理，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服务
团，在绥棱县克音河乡、上集镇等地进行
现场技术指导，为进一步保障服务地块秋
季创高产，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农业专家提醒，当前旱田方面，各地
要做好防范短时强降雨与强风台风倒
伏。要做好早霜冻害防御。预报有早霜
发生时，应在凌晨当气温降到作物受害的
临界温度 1摄氏度至 2摄氏度时，在地块
上风口，用秸秆、树叶、杂草等做燃料造烟
防霜，或者霜冻来临前一天喷施磷酸二氢
钾等叶面肥，增加植株无机盐含量，降低
冰点，预防冻害。要做好促熟防早衰。正
常田块可视田间情况再喷施一遍磷酸二
氢钾，促进物质积累，加速成熟。发生早
衰地块要及时喷施适量含氮类氨基酸叶
面肥或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增
强植株活性、提高叶面光合效率，增加物
质积累。

水田方面，要严格加强水层管理，采
取“浅、湿、干”灌溉措施，即灌 3 厘米左
右的浅水层管理，到自然落干后的花达
水时再灌下茬水，浅湿交替，以湿为主，
进入蜡熟期干湿交替，以干为主，直到
水稻蜡熟末期停止灌水，黄熟期排干，
如遇强降雨天气，尽快排水降低水层。
要做好稻田促熟防倒。施用磷酸二氢
钾，还可因地制宜加入含中微量元素、
液体硅肥、氨基酸水溶肥等的叶面肥，
加速成熟，增强抗逆性和抗倒伏、提高
结实率和千粒重，提高产量。

黑龙江各地多举措保秋粮丰收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
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国家林草局
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 2024年 9月全国自
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综合分析认为，9月华西秋雨进入集
中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
局地存在洪涝灾害风险，华北、西北、华
南等地局地风雹灾害可能多发散发，黄
河、长江、珠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有 1至 2个台风登陆或明
显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台风北上
影响我国；内蒙古、黑龙江、河南、福建、
贵州、长江沿线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较高；西南、中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
局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西南、华东、华
中等地局地高温干旱风险较高。具体风
险形势如下：

农业灾害风险方面，目前距离秋粮大
面积成熟收获还有 40多天，9月需重点防
范北上台风、秋汛、早霜、“寒露风”等对秋
粮生产的不利影响。

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方面，预计9月，
东北地区南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华东
东南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

地区大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风险高，同时，华
北、西北、华南等地局地雷暴、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风雹灾害风险较高。
黄河中游支流渭河、长江上游嘉陵江、岷
沱江、汉江上游、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

台风灾害风险方面，预计 9 月，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 3 至 5 个台风
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 1 至 2
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
同期，台风以西行和西北行路径为主，主
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台风北上
影响我国。我国沿海将发生 1 至 2 次灾
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可能发生 1次灾害
性温带风暴潮过程、3 至 4 次灾害性海浪
过程。

高温干旱灾害风险方面，预计9月，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河
南东南部、安徽、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北
部、湖北东部、福建北部、云南西部、四川
西部、青海南部、西藏中东部等地偏高1至
2摄氏度，华东中部、华中中部等地出现阶
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南地区西部、
西藏东部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
露头或发展。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9月需重点防范北上台风、秋汛和早霜影响秋粮生产

（上接第一版）这个村民组里有 3户五保户
全户消亡。村民代表讨论后议定，五保户
整户消亡的，其土地承包权收归集体所
有。根据该五保户生前生活扶助和赡养情
况，由生前生活扶助人或赡养人耕种三年，
满三年后由村组将该户土地收回处置。

“根据消亡户的界定和整户非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延包问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类
型。除此之外还有少数群众要地诉求、‘小
调整’、外嫁女承包权益保护、公务员等非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延包、确权确股不
确地土地延包问题等六类典型问题。”安徽
省农业农村厅政改处处长许丙华介绍，针
对这六类问题，提出指导性原则，再由各地
结合依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解决。

比如说少数群众要地诉求的问题。由
于人口增长、公共建设、避税弃地等原因，
全省有38万户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他们希
望在延包时增加承包地，保持起点公平。
试点中，各地采取“地、利、岗、保”相结合的
办法妥善解决。

关于“小调整”的把握问题。“小调整”
是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个别农户之
间，进行承包地小范围适当调整。“小调整”
的前提是大稳定，仅限于少数存在承包地
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众普遍要
求调地的村组，要依法依规从严把握。

外嫁女承包权益保护问题。按照法律
和政策规定，外嫁女的承包地不能两头空，
也不能两头占。试点中首先充分尊重妇女
的意愿，提倡外嫁女在现居住生活地享受
相应的承包地权益，对于居住地与承包地
保持一致的，维持现状延包。居住地与承

包地分离的，在承包所在地延包，其承包权
益的实现，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

公务员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延
包问题。试点中，国家公务人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部队军官等群
体，绝大多数没有参与延包，对于他们的承
包地，采取由户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继续承包。

确权确股不确地土地延包问题。目
前，安徽省有420万亩土地使用确权确股不
确地方式确权，延包时可以继续以确权确
股不确地的方式进行延包。对于已经确地
到户的，延包时原则上不搞确股，继续坚持
以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将土地延包
到户。对于延包时确需实行确股的，严格
按照制定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方式规定的四
种情形，审慎使用，严控范围，严格报批。

创新办法规范流程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杨楼村、张集村
等村，多年前因招商引资建设工作厂房，所
占用的土地中有部分系采取以租代征形式
与农户签订租赁协议以长期占用。经镇村
研究，为保障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决定
对被以租代征形式占用的耕地，仍按照原
有承包关系进行延包；被一次性征收并办
理征地手续的耕地不再进行延包。

“从我们实际推行二轮延包的情况来
看，这项艰巨工作之所以推动平稳顺利，首
先得益于中央提出的‘两不变、一稳定’要

求和总体延包原则。”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
长汪学军表示，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同时，安
徽在二轮延包工作中充分探索了缺地少地
农户“地、利、岗、保”结合的四种办法。“地”
就是机动地调配。在保持土地承包关系不
变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新增人口利益，把集
体机动地、依法收回土地、开荒地等优先分
配给净增人口。“利”就是流转租金调补。
对于缺地少地户，鼓励引导他们流转其他
农户土地，村集体给予30%至50%的租金补
贴。“岗”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对于愿意就
地就近务工的无地少地农户，提供就业岗
位。“保”就是农村社保兜底。对于村组没
有发包土地或缺地少地户不具备土地经营
能力的，安排纳入社会保障。

由于没有先路借鉴，如何指导规范各
地乡村有序开展该项工作？安徽省在农业
农村部的指导下探索了二轮延包的工作程
序，并在试点中总结提炼出二轮延包“八步
工作法”，主要包括选举产生延包工作小
组，开展调查摸底，拟定延包方案，召开村
民户主会议讨论通过延包方案，公开组织
实施延包方案，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完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手续，完善承包档
案管理等。记者在安徽基层调研发现，各
村把“八步工作法”作为二轮延包的规范性
流程展示上墙，让群众充分知晓。

在调研中，安徽基层均反映：二轮延包
工作中，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摸清土地承包
的基本情况。试点地区按照工作方案，重点

摸清七个方面的情况，主要有二轮土地承包
以来家庭承包人口及承包地变化情况，确权
登记颁证到户情况，农户整户消亡、全家进
城落户以及整户无地情况，村、组集体土地
利用现状和机动地留用、新增耕地、开荒地
等情况，二轮承包以来土地征用和征地补
偿款分配情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确认情况，存在的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
问题，农民的二轮延包意愿等情况。

承包地的七个方面情况摸清了，还要
在重点环节上把好“三道关口”。把好摸底
核实关，试点地区把摸清 30年来人地变化
情况作为开展延包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组
织人员以户为单位、二轮承包人口为基础
开展摸底，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不漏一户
一人一地，确保摸底质量。把好方案制定
关，试点地区在前期摸底调查基础上，坚持
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以村民组为基
本单元，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具体
延包方案，认真履行乡镇审核、组内公示、
报县领导小组审批等程序，做到一组一策、
群众满意。把好合同签订关，试点地区统
一采用国家承包合同示范文本，对合同内
容反复核实，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
订延包合同，积极推行合同网签制度。

记者在阜阳、亳州农村看到，各个村民
组前期的摸底工作已经“大头”落定，正在
最后的网签冲刺阶段。截至 8 月 30 日，安
徽省今年到期的27个县（市、区）437.1万户
调查摸底、方案制定已全部完成，完成延包
合同签订185.9万户，占到期总数的42.5%，
其中，直接顺延的农户 185.7 万户，占签订
延包合同农户的99.9%。

安徽二轮到期延包整省试点再出新招

（上接第一版）西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发展深化伙伴关
系。我此访期间，双方签署了绿色发展
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双方合作
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希望双方加强
人文交流，深化经贸、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合作，西方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
境。西中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捍卫多边主义。当今世界面临动荡冲
突、贫困、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需要国
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是维
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对解决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
用。西方从战略高度看待同中国的关
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做中国可
以信任的伙伴，期待进一步深化西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人民福祉和世
界的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西方支
持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原则，不赞同打
贸易战，愿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
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参加会见。

近年来，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坚持因地制宜，在巩固粮食、核桃
等主导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蔬菜大棚产业，进一步提升设施农业发展水平，促进
农民增收。图为在叶城县阿克塔什镇设施农业基地的一座大棚内，种植户正在对黄瓜苗
进行剪枝和掐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