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网线联通城乡，一块屏幕共
享资源。多夯基垒台、搭桥铺路，创
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搭上“互联网+
公共服务”快车，享受更加优质的公
共服务

浙江省温州市南浦小学和泰顺县西旸镇

垟溪中心小学，相距 150 公里。但通过一根网

线，两所学校的学生可以同上一堂课。课前，

南浦小学的老师把绘本做成电子书；课上，两

校学生在线实时交流；课后，优秀作业在两校

的微信公众号同步推出，让更多同学有学习借

鉴的机会。

借助互联网，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

“飞”入乡村学校课堂。受益于此，泰顺县的教

学质量取得长足进步，2020 年高考一本升学率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在全国，像浙江这样通过“互联网+”缩小城

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实践不少。在村里的卫生

室，就能看上县医院的好医生；到家门口的综合

服务中心，就能一站式办理养老金领取、医保结

算……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借助互联

网的翅膀进村入户，让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不用

出村就能享受便利的服务。

一根网线联通城乡，一块屏幕共享资源，通

过“互联网+”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潜力巨

大。如何更好释放这种潜力？

首先，要在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下

更大的功夫。目前，全国光纤和 4G 基本实现了

行政村全覆盖，但在提高网络信号稳定性、提升

网速等方面，还有短板需要补，更好满足上网课、

网络诊疗等在线服务对网络质量的新要求。要

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大力实施数字乡村建设

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5G、移动物联网等

新型网络设施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大幅提升乡

村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另外，要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加快向乡

村延伸。深入推动乡村教育信息化，让更多偏远

乡村小规模学校也接入互联网，通过加快发展

“互联网+教育”，推动更多的城市教育资源与乡

村学校对接。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支

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引导更多

城市医疗机构向他们提供远程医疗、教学、培训

等服务。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利用，推进各

部门涉农政务、便农服务等信息资源共享开放、

有效整合，加快进村入户。

还有，要在提升农民运用互联网能力上下

更大的功夫。在不少农村，留守在家的多为老

人和儿童，他们中还有不少人不能熟练使用互

联网。对此，不少地方通过开设智能手机和电

脑培训班，针对性地进行“上网扫盲”，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一些地方通过发挥电商服务站工作

人员、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员和志愿者的作

用，手把手指导，随时帮助农村“互联网新手”，

解决上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经过培训和指

导 ，不 少 农 民 数 字 素 养 有 了 大 幅 提 升 ，使 用

APP、拍短视频、网购样样在行，有的还做起了

电商生意。

“互联网+”快车疾驰向前，各地各部门要多

夯基垒台、搭桥铺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搭

上这趟快车，享受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让“互联网+公共服务”惠及更多乡亲
顾仲阳

走进海南省文昌

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

产业园，标准化养殖

池一座挨着一座，供

氧管道、灯光、进出水

口等设施井然有序，

养殖尾水经层层处理

后达到排放标准，汇

入宝峙溪。

产业园的前身是

冯家湾“虾苗谷”。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让这里一度成为全国

最 大 的 优 质 虾 苗 基

地。然而，水产养殖

粗放发展也带来一系

列环境问题，靠海吃

海的“虾苗谷”该如何

转型？

守生态
红 线 ，保 渔
民生计

饲料撒进标准化

养殖池，一群群东星

斑鱼苗迅速聚拢，水

面泛起阵阵涟漪。“水

质好了，鱼虾成活率

高，长得快。”来自会

文镇边海村的养殖户

曾广能欣慰地说。

从 小 在 海 边 长

大，曾广能和乡亲们

目睹了身边环境的变

化。前些年，为了扩

大虾苗产业，家家户

户各自筑池打井，“一

条管子抽海水，一条

管子排尾水”，海岸带

遍布取水管，部分区

域沙滩出现污染，有

的海域水质下降。

“繁育对虾对水质要求很高，水质下降，虾苗

的成活率大幅降低。”边海村养殖户吴多泰坦言。

2018 年 9 月，《文昌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出

台，明确划定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此后，边

海村 84 户养殖户先后完成清退。到今年 6 月底，

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内 84 家东风螺养殖

场全部拆除，生态修复工程同步推进。

“守住生态底线的同时，也要保障百姓生计。”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说。冯家湾所在的区域有水

产养殖传统。2020 年，文昌市创建冯家湾现代渔

业产业园，对符合入园条件的退养户，按照统一标

准和规定，鼓励分期、分批入园养殖。

今 年 5 月 ，曾 广 能 、吴 多 泰 等 4 户 养 殖 户 入

驻 产 业 园 ，在 现 代 化 养 殖 车 间 投 放 试 养 东 风

螺 、东 星 斑 、银 谷 鱼 。“ 不 仅 拎 包 入 住 ，而 且 3 年

试养期内，园区免收厂房租金、供水等费用，我

们只要安心养好鱼就行！”曾广能高兴地说，有

各 项 政 策 措 施 支 持 ，预 计 养 殖 效 益 可 以 提 高

50%以上。

“园区通过统一取水、排水，解决了近海养殖

污染问题。”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金喆介绍，园区专门铺设了管道，统一从近

海 2 公里、海平面以下 9 米的位置取水；养殖尾水

经过 4 级净化处理，达到海南省《水产养殖尾水排

放要求》一级排放标准后，才排入周边河道，进入

海域。

多元主体参与，打造产学研现

代渔业产业平台

众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向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

业园聚集。目前，正大集团、海大集团、中国水产

研究院东海所等 14 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入驻产业

园，渤海、蓝海、鲲诚、晨海、海大等公司的项目已

开工建设。

产业园的吸引力来自哪儿？文昌市按照“往

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的思路，在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打造集水产科研育种、种苗繁育、绿

色养殖、仓储物流、数字渔业示范、休闲渔业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探索渔业转型升级

之路。

据了解，整个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120 多亿元，

标准化养殖工厂厂房里设置了虾苗、东风螺、东星

斑、海葡萄等多种养殖系统。中国水科院东海所

技术员邹雄介绍，通过人工构建生态养殖系统，不

仅解决了陆地养殖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

而且养殖效率大幅提升。

渤海水产育种（海南）有限公司是首批进入园

区的企业。“我们看中的不光是养殖效益。”公司经

理何强说，“园区有同行企业，也有很多科研院所，

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强化产学研一体功能，对企

业来说，真是近水楼台！”

根据规划，产业园养殖尾水治理工程项目分

两期建设。其中，在建的一期工程设计日处理能

力 8 万立方米，满足园区核心区科研、养殖企业及

养殖户正常生产排水处理要求。针对养殖户入园

养殖面临的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治、养殖尾水处

理、成本控制等问题，产业园还组织了专家团队和

科研机构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冯 家 湾 这 片 海 ，正 在 逐 渐 重 归 蔚 蓝 。 金 喆

表示，未来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将始终坚持

“ 产 业 化 、工 厂 化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生 态 化 ”的

发展目标，推动全省近海养殖退养、渔业发展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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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R

激流奔涌，浊浪拍岸。10 月 10 日，黄河河南

花园口段，洪水正在过境。

“出发！”

上午 10 点，记者随花园口水文站外业测验组

组长李程等 4 名工作人员登上机声隆隆的冲锋

舟，向洪水中的作业点挺进。

花 园 口 水 文 站 是 黄 河 下 游 防 汛“晴 雨 表 ”。

水涨水落，关系百姓安危。水库如何拦洪、群众

要不要提前转移……这些决策都离不开精准的

水文数据。数据从哪来？就从李程他们实时实

地测量中来。

冲锋舟横穿宽阔的河面，在离岸 5 公里处的河

中央停了下来。阴云低垂，雨越下越密，呼呼的风

卷起层层浪花，冲锋舟在河面上摇摆。“先测这个断

面。”说罢，李程和队员们开始调试设备。我想搭把

手，可船轻水急，水流顶托，刚一起身，晕船的感觉

就直涌，一个踉跄，重重地扶在船舷上。大家忙叮

嘱要小心，我暗自愧疚，“可别帮倒忙”。

李程身材魁伟，经验丰富，船来回晃得厉害，

但他站得很稳。他抽出一根铁杆，横着搭在船上，

抱起仪器，小心翼翼地走到船舱一侧，船身随之倾

斜，河水迅速漫至船舷。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但李

程却从容地把仪器紧紧系在铁杆上，稳稳当当放

入水中。

“这是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有了它，高效

多了。”冲锋舟牵引着仪器贴着水面滑行，“过去靠

人工，一趟要六七个人，一两个小时才能拿到数

据。”说起本行，李程打开话匣子，如今，从靠“人

力”变成靠“算力”，声波水上水下往返，信号把水

势转化为数据，会及时传送到会商大厅的屏幕上。

“河 水 含 沙 多 ，声 波 穿 不 透 ，观 测 条 件 不 理

想。”听到队员的报告，李程腾地站起来，仔细扫视

四周水面。

“原路返回，再测一次！”常年跟河水打交道，

李程对黄河脾气摸得很透，“水沙不平衡，河床一

会儿淤积，一会儿冲刷，游荡不定。”

一趟下来，河水的含沙量依然很高。李程眉

头拧得更紧了。“往前走走”“右岸咋样”……大伙

儿七嘴八舌商议着。

李程定了定神，说：“到河中间试一试。”冲锋

舟转身掉头。风愈急、雨愈大，冷风吹透了救生

衣，我双手僵硬、牙齿打颤。看到我的窘状，李程

笑了，“干水文测报的，不管狂风暴雨还是激流险

滩，照样出船。赶上大冬天，风像刀子刮，冰冷的

河水打在身上，那才叫一个冷！”

测量还是不理想。风急雨大的河面上，冲锋

舟一次次启动、调头，我早已分不清方向。

选定断面，搭铁杆、系仪器、发动冲锋舟……

一次不行，换个地方再来一次，同样的程序，反反

复复操作。

“船体再正点！”“速度保持住！”

洪水裹挟着树干、树枝，从船旁流过。李程一

边盯着仪器运行，一边及时提醒。

“每秒 4890 立方米。”终于测到了实时的流量

数据，李程表情凝重起来，“赶紧上报！”

预计 20 多分钟的测量，结果忙活了近两小时

才返回岸上。我以为可以歇歇脚，喘口气，没想到

李程和队员们一刻没停，固定冲锋舟、擦拭仪器、

校准数字，忙得团团转，为下午出船做着准备。

出船测量，一天两次，终年不断。从 2007 年

成为水文测报员以来，这样的作业，李程坚持了

14 年。“天气越是恶劣，越要出船实测，越是紧要

关头，越需要精准数据。”李程说，今年黄河秋汛形

势严峻，从 9 月 26 日以来，大家吃住在单位，全天

候值守，一天三班倒，数据一小时一报。

有先进仪器，有在线设备，为啥还要这么辛苦

地出船？“人工测报的数据更准确，还能和在线检

测数据相互核校。”李程说，“现在，黄河水库调度

精度要控制在每秒 50 立方米左右，我们得下足绣

花功夫，测得越精细，预报越准确。”

“看病先要测体温、量血压，防汛得先测水位、

流量、含沙量，为黄河防汛‘把脉’，责任大，也光

荣。”谈起水文，李程滔滔不绝。

上有老下有小，作为顶梁柱，总是不着家，担

子都落在妻子肩上。说到“小家”，李程话不多：

“大伙儿都这样。”

秋汛在前，本报记者奔赴河南花园口水文站

防汛一线，跟访黄河测报员
本报记者 王 浩

编者按：今年 8 月中下旬以来，黄河干流

先后出现 3 场编号洪水。风雨中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坚守防汛一线，在激流中测水位、测

流量，把脉水情，为水库拦洪等决策提供数据

支撑。本期“体验”栏目，带您走近黄河中下

游干流的花园口水文站，走近防汛一线的水

文测报员。敬请关注。

今年 8 月中下旬以来，黄河

干流先后出现 3 场编号洪水。水

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逐日滚动预

测预报，周密组织、精细测报。截

至 10 月 5 日，共制作发布重大天

气预报通报 39 期、水情通报 14
期，降水预报 128 期、洪水预报

249 期，为防汛决策部署和水库

调度提供重要参考和支撑。

防 汛 重 点 在 防 ，各 项 举 措

都离不开精准的预报预测。一

座 水 文 站 就 像 是 一 双“ 眼 睛 ”，

观测江河湖库雨水情变动。目

前我国水文测站从新中国成立

之 初 的 353 处 发 展 到 12 万 处 ，

其 中 国 家 基 本 水 文 站 3265 处 。

截 至 2020 年 ，全 国 水 文 测 站 共

装 备 在 线 测 流 系 统 2066 套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4464 套 、声 学 多 普

勒流速剖面仪 3135 套。越来越

密 的 水 文 监 测 网 、越 来 越 先 进

的 技 术 ，为 科 学 有 序 防 汛 提 供

了重要支撑。

作为黄河下游防汛的标准

站，花园口水文站在黄河防汛中

发挥关键作用。今年入汛以来，

花园口水文站全员上岗，24 小时

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密预报

频次，实施一小时一报。花园口

水文站副站长张振勇介绍，水文

站配置了水位观测及整编自动

化、多船流速仪、声学多普勒流速

剖面仪等先进设施设备，预报精

准度不断提升。

新闻背景

图①：本报记者王浩和花园口水文站工作人

员王忠学（左）利用流速仪测流。

李鸿雁摄

图②：李程（前）进行流量测验。

李博远摄

图③：李程（左二）与同事在河面上开展作业。

王少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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