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6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吴静渝周刊·乡村振兴

对话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
同样能在发展集体经济、民主监督、移风
易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这两天太热了，你家多肉长得咋
样？”“还可以，反正管理上得精心点。”

炎热夏季，荣昌区龙集镇抱房村的
村民晚上会聚在一起歇凉闲聊，话题集
中在多肉种植管理上。

一盆小小的多肉，丰富了居民生活，
拉近了邻里感情，这让抱房村综合服务

专干贺敬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农村地区人情往来没有以前

紧密，平时大家很少坐在一起交流。”贺
敬说，随着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村民住
得更加分散，不利于情感交流，也让乡村
活力衰减。

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活力，近年来荣昌
着力打造以“新风小院”为品牌的院落自
治示范创新实践，而龙集镇根据抱房村部
分村民喜爱种植多肉的情况，摸索打造了

“多肉小院”，把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结合
起来，引导在家的老人、妇女广泛参与，增
加交流、凝聚人心。

今年，龙集镇被确定为荣昌区全域
数字乡村试点镇后，在“多肉小院”基础
上，贺敬开始尝试做直播带货，用党建引
领+数字化+产业的模式，进一步激发村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我去做直播，很多村民都觉得新鲜，
也很配合我拍摄。”贺敬说，通过慢慢摸
索，几个月下来直播账号积累了一定粉丝
量，还引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看到人气旺了，村民们积极性也被调动
起来，连交界的四川隆昌市石碾镇村民也前
来“串门”，纷纷参与种植。

“我是今年开始种的，不用花费太多精
力，还能多挣一份收入，挺好的！”村民刘贵
说，种植多肉后，大家更注重环境卫生，把自
家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村子里漂亮多了”。

“接下来将进一步加大直播销售的力
度，将更多村民吸纳到多肉产业中，发展
经济的同时，提振群众精气神。”贺敬说。

画外音：农村地区人居分散，管理不
便，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乡村
治理”，强化智治支撑，还开展了全市农
民工数据库台账系统、服务三农科技特
派员云平台等一批数字治理项目，让数
字化贴近、方便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激
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平安乡村智惠农家服务中心，民警通过中益智能化
乡村治理系统进行视频巡逻。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重庆立足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特点，聚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方向，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示范引领，瞄准
乡村振兴所需，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据《2021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
平评价报告》，目前我市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
达到43.3%，位居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七
位，涌现出了一批示范性数字乡村项目，为西
南丘陵山地地区普遍存在的农业产业发展、农
产品销售、基层治理等难点、痛点问题提供了
有益借鉴。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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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加 前行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不断补齐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短板、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用数字化为乡村
振兴赋能，不少农村地区“科技范”也越
来越足。

放眼全国，重庆的数字乡村建设与
其他地区有何不同？在农业发展上扮演
着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哪些短板亟待弥
补？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与中国农业大
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李想进行了对话。

重庆日报：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于
一体，丘陵山地面积超 90%。这样的市
情下，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建
设路径上与其他地区有何不同？

李想：重庆以丘陵山地为主，农业主
体经营规模偏小、分布散，优质农产品往
往“藏在深闺”，运不出、卖不掉。此外，
村民散居，交通相对不便，农民很难享受
到优质的生活服务。这都是重庆特殊地
理条件下，广大乡村的普遍需求，也是数
字乡村建设努力的方向。

因此，在重庆乡村地区提供数字化
服务的综合成本要高于平原地区，不仅
需要建好数字化系统，更要提高数字化
服务的能力。

在农业产业数字化方面，不同于在
产业链配套完善的发达地区，数字化主
要起辅助作用，重庆农业产业主体经营
规模普遍偏小、分布散，数字化应成为构
建农业产业链条的核心黏合剂，着力发
挥要素配置和“接二连三”的作用。

重庆日报：打造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数字乡村建设在其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李想：以数字化技术打通产业链条，
才能最大限度消减地形地貌对生产带来
的不利影响，让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
环节各要素更好协同配合，产业整体效
益更加凸显。从生产端看，通过农田改
造，加上小型农机，特别是智能农机的使
用，能够大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另一
方面，将工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引入农业
领域，让生产管理更加规范，进一步降低
成本、提高收益。

在销售端，数字化工具不仅能帮助
进行精准的市场分析，还可以助力品牌
的推广、产品的售卖，在当下的消费趋势
中，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型售卖形式是不
可忽视的力量。

重庆日报：重庆数字乡村建设还存
在哪些短板？怎样弥补？

李想：一是乡村数字化人才缺乏。
数字乡村的成败，关键在服务，持续服务
的核心是有一支能够扎根乡村、持续服
务的人才队伍。重庆需要尽快建立相关
培训培养体系，用好人才激励措施，为乡
村输送并留住数字化人才。

二是重建设、轻运营。前期建设中，
为了形成示范效应，部分数字乡村项目
往往重建设、重示范。随着这项工作的
深入推进，需要逐步向重运营、重推广、
重服务效益和效果转变，在项目建设时
要充分考虑项目效果，让老百姓真正享
受到便捷。

三是需要加强组织领导。数字乡村
是一个综合性工程，涉及诸多部门，各区
县建立一个指挥得力、调度有方的领导
机制和部门协同机制尤为重要，能够让
数字乡村建设目标明确、协同高效、少走
弯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数字
乡村建设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加快农业产
业数字化转型。

近日，记者走进渝北区大盛镇青龙
村，偌大的果园内十分安静，没有工人灌
溉、抗旱保水的忙碌与喧嚣。

仔细观察，只见果园里布满了一根
根黑色管子，水流透过细管上的小孔，为
果树根部精准送水。管理员罗光全边盯
着大屏幕上滴灌系统运行情况边介绍：

“如果采用人工浇水，这么大的果园，上
百号人忙一天也浇不完。而通过滴灌系
统，两个小时就能把 2350亩的果园灌溉
完毕，还可节约用水用电30%以上。”

青龙村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土地分
散且不规整，不具备耕作优势，一度是个

“空心村”。
“地被撂荒，没办法的事情。”60多岁

的村民杨三全说，早年他还种些玉米、谷
子维持一家人生活，可随着儿女都进城

工作，再加上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繁重
的农活确实也干不动了，只能看着土地
慢慢荒芜。

在山区农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之
耕作条件制约，这样的无奈比比皆是。
如何把土地利用起来，成为青龙村面临
的一大难题。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渝北成为我市
首批纳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地区之
一。2018年，该区提出在统（景）大（盛）
路沿线建设柑橘产业带，村支书黄志看
到了破题的可能。

青龙村开展整村土地整治，把一块
块“巴掌田”整合到了一起，陡坡变缓，
各种农机慢慢下了地，全国首个丘陵山
地数字化无人果园逐渐成形。通过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果园管
理平台实现了对果园湿度、气温、果树
长势等情况的实时掌握，进而达到无人
化管理。

“撂荒的土地被利用起来了，收入也
提高了，既省心又省力。”杨三全扳着手
指算起账，“土地入股加上资金入股，现
在每年都有分红，加上偶尔在果园务工，
一年能挣个4000多元。”

大盛镇副镇长张何欢表示，尽管项
目前期亩均基础设施投入达1万元，但目
前果园管护费用降低 50%以上，亩均节
约化肥使用量 10公斤以上，商品果率从
30%提高到90%、一级果品率提高40%以
上，村集体经济收益稳步提高，去年达到
180多万元，村民亩均分红800元。

画外音：重庆茶业集团 5G+智慧茶
园、天友乳业数字化全产业链项目、大
足黑山羊智慧养殖项目……近年来，我
市充分立足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需求，开展智慧农业技术攻关，截至
目前全市已建成市级智慧农业试验示
范基地 252 个，智能化与产业发展融合
不断深化。

新技术为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产业发展起来后，扩大应用成为当
务之急。近年来，淘宝村、微商村、直播
村等不断涌现，无一不是数字乡村场景
扩大化的体现。

8月 20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花田乡何家岩村，层层梯田上，稻谷金黄
一片，即将丰收。

要搁往年，此时村干部和种植户们
必定为大米销售发愁，一是担忧能否卖
出去，二是担忧卖价低。

反观今年，何家岩党支部书记江皇
甫气定神闲，没有丝毫愁色：“要说担心，
也是怕大米不够销。”他打趣道。

变化要从一场“云”认养实验说起。
花田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好，但

长期以来销售困难且价格不高。

“两斤谷子打一斤米，谷子每斤收购
价3.5元，再加上设备、人工等成本，每斤
米成本价就在 9块钱左右，只有卖到 10
块钱才有利润空间，但这个价格消费者
是很难接受的。”江皇甫说，以往，村民只
能看着企业将优质稻谷收走，一番包装、
营销后，赚走大部分利润。

今年，酉阳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及腾
讯公司开展合作，共同发起了一场“重庆
酉阳共富乡村”建设试点，创新打造了

“何家岩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
这一创新，不仅增加了消费者与产

品间的互动体验，还能在产品上市前帮
农户锁定收益。

5月 16日，“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
正式上线，短短 30个小时，何家岩村 3.8

万平方米稻田就被迅速认养一空，全国
5597位网友成为农场主，每斤大米卖价
高达20元。

3个月过去后，项目的社会效应仍
在释放，江皇甫说：“何家岩出名了，来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农家乐的生意都
很火爆，询问稻谷收购价的人也比以
前多了。”

画外音：近年来，我市以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创建为引领，积极发展订
单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建设了市
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旺”，打
造了江津石佛村“乡村振兴直播电商第
一村”等，着力破解农产品“出圈”难。
2021年，全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3.6亿
元，同比增长17.5%。

新应用破解农产品“出圈”难

新模式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构建农业产业链条
数字化要发挥黏合剂作用

近日，2022年重庆数字乡村十佳优秀案例
公布，沙坪坝区“三河村 5G+智慧田园综合管理
平台”位列其中。

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乡村振兴迎来新的历
史机遇。当前，沙坪坝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呈现

“潮涌风动”态势，新时代“山乡巨变”，乡村正成
为人们向往之地。

早上 6点，天光微亮，在沙坪坝区中梁镇，
普迪生态园内的水肥一体化浇灌系统正在无
声运行。

普迪生态园负责人汪涛醒来第一件事就是
拿起手机，登录智能管理系统，查看园区内水果
生长环境情况。

“这个系统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一年能减
少十几万元的成本！”汪涛对水肥一体化浇灌系
统赞不绝口。他说，现在他和工人们只需要日
常巡视、管理设备即可，“劳动者”变成了“管理
者”。在智能化设备的加持下，从去年 5月到今
年5月，普迪生态园的年产值接近200万元。

在沙坪坝区，像普迪生态园这样进行智能
化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不在少数。这得益于沙
坪坝区大力推动智慧农业“四大行动”，即生产
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

远山有窑位于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
是复合型文化体验休闲空间，不少市民游客慕
名来此。

今年，远山有窑多了一个新设备——互动
触摸屏。点开屏幕，三河村全域地图跃然而出，
每个景点都被清晰标注出来，还可以查阅游览
线路、景点介绍、历史文化等，以及观看 5G慢直
播。

据了解，这个互动触摸屏是“三河村 5G+智
慧田园综合管理平台”的一部分，另外还包括游
客手机端小程序和产业服务端。该项目是沙坪
坝区 2021年智慧农业“四大行动”推广应用项
目，现已完成数字孪生地图打造、3D实景建模、
管理系统搭建、农产品溯源系统搭建等，项目基
本成形。目前正在进行三期建设，开发游客端
小程序，预计10月上线。

“我们在萤火谷、远山有窑、镜蓝染、缙泉
烧、缙泉酿 5个地方定点安放了互动触摸屏，这
样能够实现景点间的联通。”三河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

此外，该项目基于5G大数据平台，能够检测
区域内游客的实时情况，掌握峰值游客量、游客
逗留时长、实时总人数等数据，实现管理的数据
化。通过对不同维度的旅游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和关联分析，结合三河村田园农文旅业务，在人
流分析与引导、景区检测和新媒体分析等诸多
方面实现智能化应用，进一步促进“吃住行游娱
购”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三河村生机勃勃的农旅融合发展态势，正
是沙坪坝区推动全域农旅融合，坚持以“三产”
带动“一产”理念，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生
动体现。

沙坪坝区按照“大农业观、整产业链、全绿
色化、多功能性、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思路，
以“三区”（普照寺片区、三河村片区、四楞碑片
区）建设为重点，强化政府引领、导入社会资源，
发动群众全覆盖推进“五园共治”，盘活撂荒地
2200余亩，大力发展以研学为统领的赏花摘果、
休闲垂钓、民宿产业等现代都市农业。

大数据智能化不仅滋养着沙坪坝区的现代都
市农业，也让居民生活更加方便、更加有滋有味。

每时每刻，智慧生活场景都在沙坪坝的乡
村上演着。无论是提升镇村光纤网络、无线网
络、有线电视网络覆盖水平，加速推进农村5G基
站建设，还是将村民数据录入网络管理系统，抑
或是推动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在线化，沙坪坝乡
村的村民们都真切收获了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
便利。

据《重庆日报》

区县点击

沙坪坝：
“数智”滋养乡村幸福生活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数字化无人果园内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数字化无人果园内
的的““小气候监测站小气候监测站””。。 新华网新华网 耿骏宇耿骏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