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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当
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
比例均达 98%以上，农村互
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乡村
通信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
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
不断拓展，智慧农业、智慧物
流等数字化转型，正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倾听·乡村振兴新动能R

菠萝种植户韦海龙用指尖划动手机屏幕，

“香水菠萝地头收购价 3 元一斤。”在线订阅的

收购行情了然于胸，韦海龙盘算着联系哪位收

购商上门收果。

柑橘种植户郭昌福在手机上就把农活干

了：“点一点，果园里就开始自动浇灌了。现在，

没把子力气，也能干农活啦！”

如今，手机成了农民的“新农具”。“订阅”

“流量”“上网搜”对于农民来说已经不再陌生。

而这背后，是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加

快推进，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当前，全

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比例均达 98%以上，农村

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乡村通信设施不断完

善，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

APP 层出不穷，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数字化转

型，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村村通网惠民生

“90 元包月，能看电视，还能上网看视频，

不限流量，想看多少看多少。”在海南省昌江黎

族自治县十月田镇保满村，电信公司的工程师

黄木新拿出方盒大小的路由器，向村民解释装

宽带的各种好处。

“流量和水费一样吧，要是忘了关，得多掏

钱吧？”村民们却有各种担忧。

2015 年起，海南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启动

“光网智能岛”工程建设，推动光纤宽带全岛覆

盖。到 2016 年，昌江县的行政村几乎村村都建

有 4G 基站，可村里装宽带的没几户。昌江县工

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闵英冠说，“年轻人外出打

工，留守老人多，接受新事物慢一些。”

2018 年，电商火了起来，十月田镇上汇集的

电商把村里的菠萝卖向全国各地。村民们尝到

了互联网的甜头，保满村 34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村里 143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装上了宽带。

最早用上宽带的韦海龙，也在第一时间办了

流量包月套餐，手机、电脑、电视都能接上互联

网。这部不限流量的手机，成了老韦的小助理。

他在线订阅的收购行情每天定时发到手机上。

开春后，老韦新开的 30 亩菠萝地，种上了政

府发放的帮扶种苗。可头回种金菠萝这一新品

种，老韦没经验。于是每遇不解，他就掏出手机。

“网上有专家视频指导，我想知道的，上面都有。”

老韦下地干活，手机还连着充电宝，寸步不离。

闵英冠说，5G 网络正在向乡镇延伸。更便

捷、更高效的网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动力。

“2015 年，海南省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仅为

40%，4G 网络覆盖率只有 85%。2017 年，全省实

现了 2573 个行政村、30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光

纤宽带和 4G 网络全覆盖。2020 年，20 户以上自

然村基本实现光纤宽带和 4G 网络全覆盖。”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崔淑田说。

数字平台助产销

春光明媚，江苏徐州市丰县梁寨镇腰里王

村张会广家 200 亩的苹果园正是修剪枝条的时

候，苹果树上已经开出了花。

“每个苹果都有二维码哩！”张会广说。原来，

在这个果园里，施肥、喷药、修剪等操作都会被记录

下来，上传到丰县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上，产出的苹

果都会有一个二维码，实现了可溯源。种植流程

有了数据库，通过分析还可以建立起当地苹果种

植的数据模型，能够进一步提升优果产量。

“农业大数据平台的搭建，要归功于丰县公

共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我们已建成丰县农

业大数据门户网站、丰县智慧农业大屏数据分

析平台、丰县农业资源数据概览云图、丰县农业

经营主体云图，归集本地涉农数据 3.4 亿条，实

现了系统之间的共享互通，为丰县农业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丰县公

共数据中心主任方军介绍。

张会广打开手机，在丰县数字平台点击“数

字农业”板块，市场资讯、数据报告、监测预警、

农业课堂、产销对接等内容实时更新，这些信息

由专业的农业领域信息服务商提供，当地的苹

果、牛蒡等几种支柱农产品信息一览无余。

除了助力产业发展，丰县在农村人居环境

建 设 、社 会 综 合 治 理 方 面 也 摸 索 出 数 字 化 路

子。全县 363 个涉农村居、14 座垃圾中转站、15
座污水处理厂、671 个规模养殖场、525 条河流

通过摄像头实现了远程实时监测，有效破解了

巡察、取证和管理难题。

“丰县的数字乡村建设开始于 2013 年，前

期主要放在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和采

集上。这几年，根据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我们

对数据进行开发和应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使用场景，实现一个平台下

的农村党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

多场景应用，让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

新动能。”丰县县委副书记鹿飞表示。

智慧农业更省心

眼下，在重庆市璧山区福禄镇红山村，郭昌

福的柑橘园迎来了采摘季。家里有 50 亩的果

园，郭昌福没雇人，全靠他和妻子俩人照看。

“以前，靠肩挑背扛，忙的时候，还要雇十来

个人干活。”郭昌福告诉记者，红山村多是小山

丘，大型机械进不了山，“那时候觉得，种点果树

可真难。”

不过，现在对郭昌福来说，这些早已不是难

事。村里通了网，又建起了 5G 基站，打开手机，

土壤湿度、施肥时间、自动浇水等选项和数据都

能看到，方便远程管理，“如今，我们干农活变得

轻松了。”

农村网络设施建设，让郭昌福真正尝到了

甜头。这不，马上就到了李子的丰收季，郭昌福

家的李子可是出了名的甜，为啥？“利用数据分

析和远程控制，原本不好种的‘五月脆’，现在都

需要预定呢！”郭昌福笑着说，通过这样的标准

化种植、精细化管理，“五月脆”的甜度提升了 2
到 5 度，一家人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网络铺就的“信息高速路”，让红山村科技

感十足。山坡上是小型气象站，风速传感器不

停转动。果园里，一台小型机器人穿梭自如，

“这可是我们的移动‘管家’，可以采集温度、光

照数据，实时控制水果的品质。”当地一家农业

公司负责人蔡金东说。

有了网络数字平台，果农种树不仅仅只靠经

验了。有一段时间，红山村的果子销路不好，原因

是啥，大伙儿都摸不着头脑。查看网络平台，销售

数据和顾客反馈都被记录下来，经过数据分析，他

们发现，原来果子皮厚个头大，虽然够甜，吃起来却

不方便。于是，红山村的果农们改良种植技术，定

期疏果，橘子皮变薄了一点，销量上升了不少。

如今，重庆市璧山区通过基础设施补短板，

着 力 打 造 了 以 5G 技 术 为 依 托 的 现 代 农 业 体

系。此外，璧山区还建立了农业大数据中心，把

5 万 农 户 、30 万 亩 田 地 纳 入“ 璧 山 智 慧 农 业

云”。网络数字助力，让山里的果树飘香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

通信设施补短板 应用场景更拓展

数字乡村 释放潜能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尹晓宇 常碧罗

4 月 8 日，在海南省琼

海市潭门渔港，一艘艘渔

船进出港口。

潭门渔港是海南岛渔

业远海捕捞集中的重要港

口，潭门渔民有悠久的远

洋航行和远海捕捞历史。

如 今 ，潭 门 镇 充 分 挖

掘 潭 门 古 渔 镇 的 耕 海 文

化，提升南海海洋文化气

息，让人处处感受到海韵

渔味。

袁 琛摄（人民视觉）

耕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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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觉得不用刀就不能

杀人了，也别觉得教育不重

要。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

亲身经历的事情，反恐反分

裂这根弦，任何时间、任何地

方，都需要绷紧。”4 月 2 日，

由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拍摄制作的新疆反恐纪录片

《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

恐挑战》一经播出，立即在互

联网引发强烈反响。

《暗流涌动》是中国国际

电视台拍摄的新疆反恐系列

纪录片的第四部。该纪录片

分为“误入歧途的人生”“来

自内部的敌人”“包藏祸心的

教 材 ”“ 互 联 网 中 的 威 胁 ”4
个部分，通过对暴恐事件遇

难者家属、反恐一线公安干

警以及深受极端思想蛊惑的

年轻人和长期隐藏在体制内

的“两面人”等大量采访对象

的独家专访和首次公布的画

面，以铁证如山的事实驳斥

了美西方所谓新疆“种族灭

绝”等谬论，彰显了新疆依法

连续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工

作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在 纪 录 片 的 第 一 部 分

“误入歧途的人生”中，深受

极端思想毒害的犯罪分子在

镜 头 前 的 疯 狂 言 行 令 人 震

惊，其极端思想之顽固让人

不寒而栗。通过讲述受害者追忆遇难亲属、办案民

警还原犯罪现场、宗教极端分子顽固极端言论、狱警

和心理咨询师开展教育挽救等故事，多角度说明了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个体的戕害，以及反恐、去极

端化工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此前，新疆依法设立属于学校性质的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中心，正是一项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举

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

的土壤。有关举措借鉴了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

经验，践行了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

所倡导的理念，完全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

一系列国际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目前，新疆采

取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连续 4 年

多未发生暴恐案件。

然而，这项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采用

的反恐去极端化举措，却被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

歪曲污蔑为“集中营”。“这部片子就是要告诉世界，

告诉人民，我们为什么要在新疆推行反恐去极端化

举措，以及我们这些举措取得的明显成效，回击美西

方对新疆的污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研究员周卫平说，该纪录片深刻呈现了当前新疆面

临的反恐去极端化挑战，以及各界为应对新疆反恐

去极端化挑战所做出的努力与实践，用铁一般的事

实说话，非常有说服力。

纪录片的第二部分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

法委原副书记希尔扎提·巴吾东的犯罪事实为主线，

公布了长期隐藏在重点职位上的“两面人”典型案

例，揭露了境外恐怖组织对我有关人员进行拉拢渗

透，以及一小撮“两面人”与境外恐怖势力勾结，妄图

从内部破坏我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的事实。在纪录

片的其他章节，介绍了新疆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教材

事件、“东伊运”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的渗透等案件，

深刻揭露了“三股势力”利用教育领域传播极端思

想、煽动民族仇恨，助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新疆

传播蔓延的事实，说明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传播仍是新疆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虽然新疆连续 4 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件，但西方

媒体对新疆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该纪录片总导

演韩斌说，“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以冷静客观

的态度去审视新疆反恐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以及在

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之下新疆反恐去极端化面临的挑

战，让世界能够从不同的层面了解新疆发生的暴恐

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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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浙里办”手机客户端、点选“企业码”

栏目、参评并获取企业创新积分、线上申请得到

银行贷款授信……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杭

州雅格纳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凭借企业创新积

分，在无抵押、无担保情况下获得杭州联合银行

发放的 500 万元“创新积分贷”。

据了解，2020 年 9 月，杭州高新区（滨江）面

向轻资产但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启

动“企业创新积分”试点，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向 60 余家企业审批

发放贷款超过 1.6 亿元。

以创新改革赋能，以优质服务助力。近年

来，杭州高新区（滨江）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

采取企业创新积分试点、实行知识产权质押等

举措，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提高基层治理

数字化水平，助力产业发展、优化城市服务。

“知产”变“资产”助力企业发展

“2019 年，公司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了

1065 万元贷款。”杭州维慕德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姚若漩介绍，公司营收从 2018 年的 7000 多

万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25 亿元。

作为全国最早一批试水知识产权质押的国

家级高新区，杭州高新区（滨江）自 2009 年起，

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优化办事流程和加强配套

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据统计，2020
年，杭州高新区（滨江）帮助区内企业实现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超过 20 亿元。

激发创新活力，助力企业发展。杭州高新

区（滨江）聚焦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服务等全链条，通过设立全门类知识产权综合

服务中心、成立物联网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等，令

创新要素充分涌动。杭州高新区（滨江）2020 年

发明专利授权量是 2015年的 3.4倍。

集智攻关，协同创新。杭州高新区（滨江）

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集智创新，攻坚关键

技术。目前，包括鲲鹏生态创新中心、杭州长光

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在内的多个平台在此落地。

审批在线办 服务高效便捷

从率先试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实现“实

时申请、实时审核、实时生成电子营业执照、实

时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的商事登记 24 小时数字

化服务，从“无纸化审批”到“全天候审批”……

近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推动政务服务改革，

不断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2020 年，杭州高新区（滨江）行政服务中心

缩减了办事大厅 60%以上实体窗口，安排服务

人员担任“亲清在线”平台“店小二”，增设一站

式、一键通的企业服务专区、网办掌办专区，为

办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帮办服务，实现了“前

台减、后台优”。

“优化政务服务，不仅是回应需求，更要发

现需求，要推动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

化。比如，通过数据分析技术，我们已为 172 家

企业提供了许可证到期主动办服务，受到企业

欢迎。”杭州高新区（滨江）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孙佳丽说。

提升获得感 数字动能强劲

配备运营至午夜的阅读场所，打通杭州图

书馆和滨江区图书馆借阅系统，实现“家门口”

借阅；上线小程序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住户参与

公益服务积累的“滨豆”，可用于预约活动场地

……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滨和社区，这些

服务社区居民都可享受。据介绍，滨和社区有

超过 80%的社区居民就职于高新企业，为推动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享受社区服务，社区提供了

多种便捷温馨服务。

滨和社区有关负责人王晓芳说：“提供社

区服务，需要借助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和方式，

从家长里短的‘琐碎’入手，从与群众生活相关

的点滴着眼，为居民提供涵盖线上线下的服务

体验。”

创新试点“一码解纠纷”矛盾纠纷受办一体

化平台，实现多渠道解纷，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破除“数字壁垒”，打通预约挂号平台与城市

大脑停车系统，实现重点街区“车辆不排队、直

达停车位”……智慧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了民

生获得感。

“杭州高新区（滨江）汇聚了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2020 年全年生产总值增长 7.2%，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76.9%。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推动了高质量发展，为政

务服务优化、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数字动能，让创

新之城更加温暖。”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书记

王敏表示。

杭州高新区—

激发创新活力 优化城市服务
本报记者 钱一彬

本报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张璁）记者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已于日

前启动。根据试点工作方案，第二期改革试点范围较

第一期有所扩大，涉及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 10 个省市。上述省级

检察院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 1 至 2 个设区的市

级检察院及其所辖基层院作为试点单位。

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旨在加大对

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更好落实依法不捕不诉不提

出判实刑量刑建议等司法政策，既给涉案企业以深

刻警醒和教育，防范今后可能再发生违法犯罪，也给

相关行业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样板和借鉴。

自 2020 年 3 月起，最高检在上海浦东、金山，江

苏张家港，山东郯城，广东深圳南山、宝安等 6 家基

层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试点工作。试点

检察院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

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

刑的量刑建议。同时，探索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

促进“严管”制度化，防范“厚爱”被滥用，得到当地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支持。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做好“后半篇文

章”，并为下一步出台立法积累实践经验，最高检于近

日下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

《方案》），正式启动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要求，检察机关对涉企案件，在依法贯彻

相关检察政策的同时，督促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履行

合规承诺；提出企业合规建设意见和建议，包括整改

方向和意见，并促进“挂案”清理工作，依法平等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对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案

件，做到应听证尽听证。

最高检启动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数据来源：工信部、商务部 制图：张芳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