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张缘成 新闻热线：01084395098 E-mail：qygypp@163.com 数字乡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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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文博

耕地 208万亩、粮食总产超 22亿斤，
连续 13 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和奖
励，在江苏省射阳县，一个有“中国优质粳
稻之乡”“全国食用菌之乡”“中国蒜薹之
乡”等多个荣誉的农业大县，农业与农民
的钱袋子息息相关。

在数字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当下，
“三农”工作如何更好开展，是射阳不断思
考的一个重大命题。然而，数字乡村、智
慧农业建设，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结合自
身农业特色、农村发展现状，射阳数字乡
村建设在摸索中前行。

巧借机遇，今年射阳又搭上“第二批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班车，推进数字与乡
村在多领域、多层次碰撞，带领全县踏上

“智慧之旅”。日前，江苏省数字乡村建设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射阳召开，记者借此机
会近距离感受数字建设为这片土地注入
的新活力。

从“人力种田”到“智慧种田”

在占地1.26万亩的射阳芯谷里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下称“芯谷里”），一部手机可
以实时监测粮食种植情况，土壤缺水自动

“喊渴”，天气变化及时发出警报，手机操控
无人机就可开展田间病虫害治理，哪片稻
田长势不好在显示器上也会及时显现。

芯谷里田间分布着各类传感器 862
台，实时获取气象、土壤、作物长势等农情
信息，结合卫星遥感和无人机遥感，实现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从不同角度全面、实
时感知苗情。

根据各类智能系统实时抓取数据，通
过数据处理模型，自动生成用药处方，实
现粮食生产节本增效。芯谷里通过近一
年来的智慧种植方式，小麦单产增加 110
斤、水稻单产增加 160 斤，化学农药和化
肥用量减少 20%以上，灌溉效率得到提
高，每亩综合节约成本220元以上。

射阳大米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更是
射阳的拳头农产品，“数字化农业、标准化
农田、良种化繁育、生态化种植、高端化品

牌”是其发展目标。射阳将智能化链接到
农业生产，不断提升智能装备水平，全力
推动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
建设，打造智慧灌溉、智慧育秧、智慧物联
感知等系统平台，实现粮食种植全程数字
化动态管护。

像芯谷里一样的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在
射阳已经有65家。从过去“人力种田”，到
如今“智慧种田”，射阳围绕“智慧农业”赛
道，先后整合省海洋渔船信息指挥系统、智
慧动监系统等信息管理平台，建成投用集
大数据、检测、产学研于一体的县农业大数
据中心，创成省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
示范县，入选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示范
基地、省农业现代化先行区。

“数字+”推动基层治理迭代升级

“您已靠近危险水域，请勿涉水嬉
戏！”在海通镇射南村，河边的智慧摄像头

“会说话”，一旦有人靠近水域，便会发出
如此警报声。这是数字乡村AI防控的一
个典型应用场景，全天候、智能化使得防
溺水工作从“人防”到“技防”。

而在村里 5G云诊室，医共体远程医
疗中心的专家，跟村里的医生交流村民的

病情，并给出诊断意见，村民不出村就可
以挂号看诊，心里很踏实。

据了解，射南村以“5G+”为发展契机，
整合多方数字资源，投入200多万元建成盐
城市首家新型农村智慧社区，有效整合无人
超市、5G云诊室、农情监测、智慧充电、临水
防护等数智乡村场景应用，构建“10分钟”便
民服务圈，逐步建成服务联建、治理联抓、产
业联兴全息化数字乡村治理平台。

射南村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将 7
个网格的人口、房屋、田亩等信息全部录
入，实现动态更新、精准找人、实时服务。
同时，充分发挥“村村享”APP监管效能，
构建矛盾线索征集处置机制，在线解决
12345热线、信访等问题，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了解社区动态，参与社区治理。

射南村是全县数字引入乡村治理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射阳不断锤炼“数字能
力”，构建出新的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护
航公共服务，打造“身边人社”便民服务平
台，提供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15大类410
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致力实现“一窗通
办、一网联办”。“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迭
代升级村级小微权力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公
开事项“一键可查”、群众监督“一键即达”，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数据“流量”变发展“增量”

农业信息化覆盖率 100%、宽带通村
率 100%、快递进村率 100%，“三个 100%”
为射阳以数字化撬动乡村生产、生活和治
理模式系统性变革，提供着强大支撑。

跨界融合，变数据“流量”为发展“增
量”，基于互联网的农业新业态、新模式，
能够帮助农业焕发新活力。射阳县黄沙
港的海鲜大卖场，一个央视点赞的“网红”
集市，占地1.2万平方米，集购物、旅游、尝
鲜于一体，将黄沙港特色海鲜美食尽数呈
现。浓浓人间烟火气，吸引大批客流，进
驻直播带货的电商50余家，年营业额超5
亿元，逐步将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的资源
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华东地区
最大的水产品贸易中心。

“数商兴农”，射阳依托省“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试点工程，基于北斗时空
技术打造“数字配送大脑”，建立“1+15+
60”县镇村三级物流服务网络，县级中心
集散、镇级站中转、村级点终端高效运作，
畅通“网货下乡、农品进城”双向循环。

同时，配套打造“1+6+N”农村电商体
系，即1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6个农
产品电商基地、N个农村电商创客，联动跨
境电商产业园、共道数字供应链平台，成功
培育“泊心甄选”“乡村渔夫”等特色电商品
牌，2023年农产品线上交易额33亿元，“飨
射阳鲜”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60亿元。

不仅如此，数字化也在逐步融入“农
旅融合”发展中。射阳搭建全域旅游智慧
文旅平台，创新“AI带你游射阳”“云端游
射阳”等数字应用，推出数字农场、星空
VR体验馆等乡村数字旅游新产品，鹤乡
菊海获评五星级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精品园区、泊心渔港黄沙港入选省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创成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让更多人感受射阳，走进射阳。

好风凭借力，扬帆远航时。在射阳，
数字与乡村碰撞成效初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跑出了“加速度”，更为乡村振兴插
上“数字化”翅膀，数字化的全面赋能，为
射阳的“振翅高飞”增添强劲动能。

数字赋能为乡村增“智”提“质”
——江苏射阳县数字乡村建设观察

江苏省射阳县射南村数字乡村远程医疗现场，村民正在远程问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文博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作为享誉全国的蔬菜之乡，四川省彭州
市拥有全国唯一一个省部共建的国家级蔬
菜市场——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2022年全市农产品交易额达 600亿元，从事
蔬菜行业的农业经营主体超460家，约有10
万余人从事蔬菜流通活动，据估算蔬菜流通
环节资金需求缺口在10亿元左右。

2022年彭州依托全国动产和权利担保
统一登记系统，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远程智能监控＋农产品电子仓单”金融服
务系统——“数字仓融通”，有效整合数据
流、资金流、货物流，打造了全新的融资服务
模式，在贷款时效、质押标的、业务规模、降
低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彭州农产品贷款申请的时间周期
从72小时缩短至3小时，融资品类从大蒜扩

展到 10余种耐储存农产品及中药材。截至
2023 年末，已累计办理“数字仓融通”业务
111笔，发放贷款共计 1.2亿元，撬动社会资
金约7亿元，受益农户2万余户。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线上的农产品仓单质押融资服务支持“随
借随售随还”，通过匹配贷款期限与生产周
期，避免不必要的资金占用，有效降低了农
户和农业企业的融资成本，正成为可复制、
可推广的数字化金融产品。

“数字仓融通”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建
设了覆盖所有准入冻库并与“农贷通”平台
深度嵌合的远程智能监控系统，将分散的冻
库集中在同一平台进行管理。除了能够向
银行和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质押物出入库
数据和实时监控，还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机构
对风险管控的担忧。

不仅如此，“数字仓融通”系统基于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等技术，构建农产品电子仓单
系统，实现评估、保险、仓储等环节的无缝衔
接、同步操作，通过线上化信息流程，有效提
升参与方的协作效率。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仓单质押货主信
息、货单信息、质押信息、风险信息等数据上
链，不仅能够保障仓单信息的不可篡改和可
溯源，保证业务数据的安全性，还通过智能
积累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可靠的数
据，以数据增信创新金融服务。

以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承接全国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服务为契机，彭州当
地指导辖内银行将新增和存量未结清的农产
品仓单在统一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实现了实质
意义上的质押，逐步减少对风险基金的依赖。

然而，由于实施主体、风险防控及标准
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最
关注的货权风险等方面未进行突破和创新，

这导致金融机构可能还会根据不同品类提
出不同的风险管控要求，客观上增加了彭州
模式在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的难度。对此，
彭州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胡九雄表示，彭州
下一步将在运行机制上不断完善。

首先，完善全流程货权管理机制，其核心
在于选择信用可靠的仓储企业，对货物进行有
效控制，并确保货物权属清晰无误，从而受到
金融机构的高度认可。其次，建立“央行统一
担保物权登记机制+行业基础资产物权登记公
示机制”。通过指导建立金融仓储行业基础设
施，实现涵盖仓库登记、货权登记、仓单登记的
登记公示平台，有效保障金融机构对存货与仓
单的权利，便于农产品领域开展基于动产的可
信交易与融资，并形成以“仓库+货物+货位+
货权+仓单”为对象的动产登记查询体系。最
后，建立标准体系和运营服务体系，为后续农
产品仓单模式复制与推广提供基础支撑。

四川彭州市

数字仓单拓宽支农新渠道

□□ 胜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拥有丰富的物
产资源。为将这些优质特色的物产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紧紧抓住机
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将其作为服务经
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新引擎。通过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
设，为数字乡村经济新业态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让当地土特产“飞”上市民餐桌。

金秋时节，在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
场公司生态园，一派丰收的喜悦景象。刚刚
摘下的哈密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阳光洒在
这些圆润饱满的瓜果上，仿佛给它们披上一
层金色的外衣。这里地处北纬 49 度，充足
的光照和较大的早晚温差，赋予瓜果独特的
品质。

为让这些美味的瓜果更快地走向消费
者的餐桌，生态园的职工们积极拓展销售渠
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将这份甜蜜传递

给更多的人。直播间里，职工们热情地介绍
着哈密瓜的特点和优势，展示着生态园的美
丽风光。

生态园占地 200亩，整体划分为一个生
态采摘园和两个功能区，是集采摘、娱乐、观
光、体验等元素为一体的“城市后花园”。生
态园今年种植哈密瓜、西瓜、沙棘、灵芝、猴
头菇、秋葵等 20 余种果、蔬、菌作物。生态
园负责人迟成龙介绍说：“园区自 2015年建
设以来，始终坚持‘绿色健康食材’的经营理
念，走城郊融合发展之路，丰富的品类让游
客在体验采摘、观光、休闲的同时，也满足了
当地市民‘菜篮子’‘果盘子’需求。同时，实
现哈密瓜在亚寒高原地带种植的高产高甜
目标，品尝过的游客都非常认可。”

通过电商让田间的美味与城市的餐桌
紧密相连。只需手指轻轻一点，在网上快速
下单，新鲜蔬果便会以最快速度到达消费者
手中。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和“互联网+”的大力推进，电商实现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从中受益，实现
致富增收。

在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
职工家属李雪的直播间，她正在向大家热情
地介绍本地特产芥花油，“呼伦贝尔农垦苍
茫谣芥花油产自北纬 49-51 度的呼伦贝尔
大草原优质双低油菜籽，经全自动物理压榨
工艺精制而成，具有绿色、纯净、健康的优秀
品质。”在留言平台，李雪每次都会耐心地回
复每一个问题。

李雪 2014 年便从事电商行业，在她的
直播间里既有农垦风味，又有草原特色。
2021年，李雪注册“三河宝来”品牌商标，她
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呼伦贝尔的优质农畜
特产。

2024 年，呼伦贝尔市以电商品牌为主
题，精心组织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电商直播
带货活动：网上年货节，主播们热情洋溢地
介绍着牛羊肉制品、奶制品、蓝莓制品、沙
果干、桦树汁等 200 余款呼伦贝尔特色物

产；“五一”双品网购节，呼伦贝尔市各旗市
同步开展活动，激发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618”电商节，市商务局积极引导全市 100
多家域内生产加工企业和主播达人参与其
中，分享着产品的故事，介绍着制作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直播活动，主播来到田间地
头，通过与农民们交流，了解农产品的种植
和生产过程。

呼伦贝尔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强人
才培养，推动电商与农业、旅游等产业深度融
合。通过智慧云仓物流中心的建设，有效降
低农畜产品外销物流成本，逐步完成呼伦贝
尔物产展销（选品）中心、电商企业孵化中心、
智慧云仓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业务中心、党建
活动中心等服务板块；通过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产业，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放大电商品牌影
响力；借助“十四冬”展现好物产，推动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助推电商园区强链补链等一系
列举措，让呼伦贝尔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
宽广，谱写出更加绚丽的“致富曲”。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电商助力农产品开拓市场

□□ 纪金娜

“请不要乱扔垃圾，爱护环境人人有
责……”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华
桥村小喇叭响起，提醒走近垃圾收集点
的村民。发出提示声音的，正是华桥村
的数字安防治理平台。据介绍，华桥村
建设数字安防治理平台，村里每日开展
线上巡查，收到村民举报后可以先调监
控核实，还有把监控设在重点场所，人一
靠近就会自动播放设置好的语音，提醒
村民不要乱扔垃圾。

华桥村内安置了约 500 个“慧眼”，
分布于交通要道、河道、卫生死角及近百
家抛光加工场。这些“慧眼”全面接入彩
塘镇综治监控系统和村安防治理平台，
有效助推卫生、环保、交通等治理工作，
为人居环境治理插上智慧的“翅膀”。

“村里专门开设了‘数字华桥’微信
公众号，很多村里的信息都会通过公众
号发布。”华桥村干部介绍，华桥村落实
专人定时更新村工作动态，形成简讯在
平台上公开，村民不出门就可以通过公

众号访问平台，动态了解村委会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及乡村风貌整治情况。

不锈钢是在华桥村的主要产业，村
内企业数百家，配套服务加工厂、商铺众
多，厂房林立，民宅新居鳞次栉比。过
去，华桥村因工业无序发展致辖区生活
环境被严重破坏，存在“脏乱差”现象，杂
乱而分散的抛光小作坊乱排乱放，池溪
杂草丛生……近段时间以来，华桥村以

“清拆”开路，扎实稳妥推进老厝拆迁，规
范整治重点路段，此外，推进溪河整治和
清脏治乱，有效解决老厝区排水沟裸露、
蚊虫滋生严重的难题。

在华桥村党建主题公园内，村民们乘
凉、唠家常，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
华桥村围绕宫前池、宫后池、海南池、沟边
溪等中心领域开展连片环境整治，先后拆
除重污染作坊等违章构建物64处。以拆
促建、拆建并合，华桥村将拆后16亩空地
建设成党建主题公园，并融入法治文化元
素建成法治公园和法治文化长廊。如今
的党建主题公园，已经成为村民闲暇时间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广东潮州市华桥村

乡村开启“数字美颜模式”

□□ 王广吉 刁文鑫

今年以来，山东省滕州市聚焦智慧农
业、农村电商、智慧治理等重点数字乡村
建设场景，搭建了多个“智”管平台，跑出
了农业转型升级、电商提质增效、群众满
意度持续提升的数字乡村建设“加速度”。

“这是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可以
精准控制水量和肥料用量，一天最多能灌
溉200多亩。”滕州市鲍沟镇丰歌家庭农场
负责人陈苓介绍，现在田里不仅有智能化
灌溉系统，农作物田间管理时还可以使用
植保无人机、植保直升机，省时又省力。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耦合，滕州的高
标准农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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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滕州已建成 18 套病虫害、20
套马铃薯晚疫病智能化监测系统，在全
省率先实现了农作物病虫害智能预警监
测全覆盖。小麦玉米“飞防”达到 80 万
亩，“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发展到 11家，安装有北斗终端的农机达

242 台套，农机信息化作业面积 80 余万
亩，培育枣庄市级智慧农业应用基地 16
个、山东省智能牧场3个。

同时，滕州市还搭建智慧农业云平
台，已覆盖生产经营主体 200余家、农资
门店 600 余家，采集各类农业生产经营
数据 530万条，打造了实时监控、精准种
植、科学管理的农业生产新形态。

乡村的数字化建设不仅为农村带来
了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和经济上的增长，同
时也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依托“智慧滕州
城市大脑”，滕州建成集基层党建、综合治
理、接诉即办、民生热线、市长信箱、应急指
挥等于一体的“e呼善应”指挥平台，实现了
社会事务“人治理”向“云治理”的转变。

此外，通过宽带、多媒体系统，滕州大
力实施城乡中小学同步课堂教学模式改
革，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直播共享，全市各
类学校全面完成“三通两平台”建设，促进
了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滕州还实施乡村
智慧医疗提升工程，全面推进急诊急救、
远程心电、康复理疗、中医服务4个“一张
网”建设，远程心电覆盖228家村卫生室，
远程会诊覆盖167家村卫生室。

山东滕州市

数字乡村建设跑出“加速度”

□□ 刘梦 罗峥铭 文/图

数字乡村是什么样子？在贵州省剑
河县久仰镇摆伟村数字乡村指挥平台的
大屏幕上，显示着由前端监控摄像头实
时回传的视频图像。驻村第一书记章海
正在通过视频监控进行日常防火巡查，
随着监控摄像头方位的转换，森林火险
一目了然。

高山密林间，搭载在铁塔上的摄像
头“哨兵”昼夜不眠，通过“科技慧眼”时
刻捕捉烟雾和火点，全村 900 多亩山林
都被纳入了森林防火高位监控平台的保
护圈。

“高位监控看得远、看得清、看得
全，有什么火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捕捉
到，我们再通知护林员及时到现场去处
置，通过‘技防+人防+物防’，极大提高
了森林防火和农村消防的治理效能。”
章海介绍。

摆伟村地处久仰镇北部，斜面山坡
上分布着 14个村民小组，共 373户 1785
人，村域面积较大、森林覆盖率高，村里
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
人和小孩普遍缺乏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
防护能力，基层治理难度和森林防火压
力较大。

2022 年 8 月以来，摆伟村引入“5G
数字乡村平台”，通过合理布局及征求村
民意见，在全村各个交通道口、公共场所
等陆续安装智慧摄像头 280 个，设置高
位监控 3 个，并在全村范围内安装了应
急广播，随时了解村里重点区域、重要路
段、重点人群的实时情况，实现了“一屏
观全域、一网管全村”，推进基层治理从

“治理”向“智理”转变。
“数字乡村建设以来，在森林防火、

地质灾害、治安环境、禁渔、矛盾纠纷化
解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
升了村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章海说。

比如利用监控探头定期开展视频监
控巡查，随时查看村内重点区域交通、治安
情况，加强对孤寡老人等特殊人群的照管
等，为平安乡村保驾护航；通过应急广播定
时宣传和播放农村消防、安全生产等知识，
方便又快捷。在摆伟村，数字乡村平台被
村民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村里事，“屏”上见。摆伟村用一朵
乡村善治、平安数字的“云”，保障着村民
的日常生活生产安全，让群众享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接下来，摆伟村将加
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深度聚焦群众需
求和期盼，解锁更多应用新场景，真正让

“数字乡村”覆盖基层治理方方面面。

贵州剑河县摆伟村

解锁基层“智”理新场景

在贵州省剑河县久仰镇摆伟村，驻村第一书记章海正在通过视频监控进行日常
防火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