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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让种地省心、
高产高效

在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智慧农业

产业园的大棚内，红红的果实挂满枝头，大

棚里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

大棚管理员朱丙光介绍：“这里配备了

智能温度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温度自动放

风，通过网络和电子监控设备，对水肥实施

精确管控，保障了作物的口感和品质。以西

红柿为例，一年下来，一个大棚总产量达到 1

万斤左右，收入 20万元。”

在江西省安义县金果小镇，手机种地，

朱来华用得越来越熟练了。他每天上班的第

一件事就是查看各地块参数。“土壤湿度低

了！”看到柑橘林一号地块的测报系统弹出

警告，朱来华立即启动自动水肥灌溉系统。

“数字化让种地成为一件很‘酷’的事。”朱来

华边点着手机边说，“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

头遍布整个园子，每棵树的情况都一览无

余。”

金果小镇负责人范俊辰是一名 80后，毕

业于南昌大学计算机系，工作几年后回家，

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这片果园。“干了才知道，

果园管理不简单，市场风险大，人工成本高，

怎么才能赚钱？”范俊辰坦言，“要干，就干和

父辈们不一样的。”2019 年，范俊辰筹集近

200万元，对果园进行数字化改造。

智慧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农情环境数据

智慧监测系统，让果园实现远程可视化，昔

日果园仿佛“装”上了大脑。

“智慧农业系统改造后，2000 亩果园只

需几个人，就能管理得井井有条。”范俊辰自

豪地说，金果小镇种出的果子个头均匀，甜

度高、口感好，销路不愁，“拿猕猴桃来说，一

亩能产 3500斤，比其他地方的产量高七成。”

如今在安义县，已经建成 5 个这样的农

业物联网示范基地。“数字化发展助力传统

农业转型升级。”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熊林桥介绍，目前全县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

息服务站覆盖率达 65%，主要农业生产基地

全部开展水肥一体化建设，利用物联网精准

灌溉的面积达到 3万余亩。

当前，我国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

带”。“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说，应着力提升农村新

基建速度，在农村地区加快布局 5G、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设施，实现数字技术与农业的

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推进智慧水利、智慧农

业、智慧物流建设，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

数据资源一张图，村民“小事
不出门、大事不出村”

走进吉林省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这

里不仅有宽阔的幸福广场、笔直的柏油路，

还有一块醒目的村务数据大屏。“居民信息、

网格管理、农业信息、外出务工等数据都能

显示在大屏幕上，打造了农业农村数据资源

的一张图。”陈家店村党支部书记付升学介

绍。

去年，农安县启动数字乡村振兴服务平

台建设，为农村提供数字化政务、教育、医

疗、生产、就业等服务，拓展应用，实现治安

防控，陈家店村成了试点村。

“现在看病方便多了，屏幕一开，大医院

的医生现场给咱看。”65 岁的村民张广成高

兴地说。老人常年高血压，儿女们在外打工，

自己又行动不便，过去最发愁进城看病。自

从数字乡村振兴服务平台建起后，张广成身

体一有不舒服，就到村卫生室，通过远程医

疗设备检测血压血糖，还能视频连线问诊、

线上购药，让老人少了一块“心病”。

数据显示，前年，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

线办事率 66.4%，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

服务机构覆盖率 78.0%，“雪亮工程”行政村

覆盖率为 77.0%。专家表示，以家用电视屏和

个人手机屏为终端，数字乡村平台将服务和

信息精准下发到户，将教育、医疗、农技等优

质资源下沉到村，有效促进了日常信息交

互，不仅让村民“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

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

前段时间，陈家店村嘉和社区有人违规

堆放杂物，气味难闻。村民用手机拍照上传

到数字乡村平台，村里查明情况后立即清

理，处理结果在手机上一清二楚。路旁安装

的高清摄像设备，对村情实时监控，一旦发

现秸秆燃烧或不明烟火，村级数据大屏就会

弹窗提醒，并同步发送到村干部手机上，方

便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付升学说，目前数字乡村平台已经完成

数据采集，每户村民都有数据档案，针对独

居留守老人、低保户、五保户等重点监测人

群，可以及时提供相应服务。

近年来，吉林省整合了 23个服务“三农”

的应用系统和平台，通过打通底层数据和功

能，形成统一运营的省数字农业云平台。

数字经济催生新业态，带动
更多农民增收

“过年大鱼大肉吃腻了，不如来点生蚝

尝尝鲜，这一片都是咱家的生蚝……”每天

下午，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村村民张

春梅，准时出现在抖音平台，或分享赶海经

历，或直播带货，或科普海产品小知识……

凭着坚持不懈地努力，张春梅有了近 200 万

粉丝。

赣榆地处黄海之滨，不少村民从事海产

品生意。“不试不知道，电商的潜力还真大！”

从最初的“三脚架+手机”摸索，几年下来，张

春梅渐渐摸出些专业门道。销量上去了，她

和丈夫从渔民手里拿货，跟厂方谈价、把好

品控关，通过直播带货，张春梅网店的海鲜

日销量从一两百单增长到两三千单。

城乡同网同速，为农村电商打好基础。

赣榆区商务局局长王萍介绍，去年全区电商

年交易额达 150 亿元，快递上行量达 1.08 亿

件，现有网络商户 7000余户。“过去给客户寄

海货，全靠一辆小面包车来回搬运，现在不

光收发点近了，快递车还提供上门服务，能

更好地保持海产品鲜度。”张春梅说，除了海

鲜，还帮村里人卖秋桃，“我想着让更多人一

起富。”

许多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

动力。

在赣榆区娄官庄村，气温回升，有机生

产基地又忙碌起来。“施用有机肥，除草靠人

工，伺候这片地一点都不敢马虎！每年收完

冰糖玉米种红薯，城里人可喜欢了。”60岁的

村民唐农田跟着合作社搞订单生产，一亩有

机玉米收入上万元。

负责提供种苗、技术和销路的，是当地

一家龙头企业，负责人是 85后的王培超。“村

民靠传统耕种收入有限。我希望抓住消费升

级的契机，上游采用订单模式，下游发展微

商等方式，帮助村民的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王培超介绍，企业收购的产品 80%以上都是

线上销售。目前，企业的有机种植项目直接

带动 150多名农民，年用工量 1200余人次，村

民平均年收益达 7万元左右。

数字乡村加快推进，新业态、新模式潜

力巨大。前不久，中央网信办等 10 部门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立足“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部署数字

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等 8方面重点行动。农业农村部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到 1万亿元，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产值达到 1万亿元，新增乡村创业带头人

100万人，带动一批农民直播销售员，农民生

产经营能力普遍增强。

夏杰长表示，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新

技术、新业态的叠加推进作用，也离不开农

村劳动力数字化水平和能力的提升。要鼓励

人才下乡，增强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

强对农村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广大

农民数字化培训，更好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记者 郁静娴 祝大伟 杨颜菲 原载
《人民日报》）

数字藏品市场风生水起
将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唱片做成 NFT（非同质化通证）音

乐片段，上海交响乐团用数字藏品形式让这段珍贵的上海印

记更具魅力；将馆藏文物“永乐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做成

3D图像 NFT，上海博物馆让文物变成了“潮玩”……

今年以来，作为元宇宙最具代表性的衍生产物，上海的

数字藏品发行迎来小高潮，不仅上述提到的产品备受追捧，

几乎所有数字藏品在购买环节都处于“手慢无”状态。

专家认为，与一般可复制的网络数字化商品不同，数字

藏品由区块链技术生成，其具备不可分割、不可复制、不可造

假、独一无二的区块链属性，加上限量发行、概念新颖、形象

酷炫，正好契合了不少人追求个性和新奇偏好。

举例而言，“收藏一块永不过期的奥利奥数字饼干”，是

咖菲科技很具代表性的数字藏品项目之一。咖菲科技创始人

CEO石岚表示，这款数字藏品的最大特色就在奥利奥扭开后

呈现水墨画动图，山川河流、晓云逐月的水墨画让饼干形象

愈发生动，此时的饼干就像一块小屏幕一样播放水墨画的动

态影像。这种玩法不仅为品牌营销赋予更多意义和活力，也

让一块普普通通的饼干变得十分前卫新潮。

数字藏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据了解，第一步，前期策划和

确定数字藏品的创意、风格、主题。第二步，由创意设计师用

相关软件设计藏品形象，再由人工智能小组设计视觉算法让

藏品“动起来”。第三步，程序员基于区块链协议编写智能合

约，将做出来的藏品形象铸造固定在区块链上。第四步，在藏

品进入区块链之后，制作发行站点，也就是存储数字藏品的

H5网页。由于国内大多数人还没有区块链上的数字钱包，因

此数字藏品需要储存在发行方单独开发出的站点上，供消费

者查看展示数字藏品。 （李 景）

什么是人工智能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它是

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

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

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

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

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

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

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

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

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

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

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科技观察

农田装上智慧大脑 村民乐享智慧生活 科技见闻

科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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