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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洛内·伊扎克（以下简称阿洛内村）位于

以色列北部小城宾亚米纳附近，是一个再普通

不过的村庄。尽管名不见经传，然而走进当地，

景致秀丽宜人，村容干净整洁，尽显治理之井然

有序，让人不禁沉浸在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

光之中。阿洛内村优美的乡村环境，在很大程

度上离不开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各领域中的广

泛应用。

在以色列人眼中，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

源，如有机垃圾经处理产生的沼气在发电、燃料

等领域就收效显著。阿洛内村委会十分重视垃

圾回收工作，通过社交信息群和手机信息等形

式，发布垃圾回收具体时间、地点和要求等。厨

余食物残渣、废纸、树叶等需按流程通过发酵罐

生产沼气和有机土壤补料。由于处理专业性强，

村民只需将其堆放在村内统一规定位置即可。

针对畜牧业带来的动物排泄物问题，村内的畜牧

场还安装了基于数字技术的自动化动物排泄物

处理系统，利用电脑控制的自动推车搜集排泄

物，然后集中运送至垃圾处理器转化为肥料和灌

溉用水等循环利用，从而有效保护了阿洛内村良

好的生态环境。

在阿洛内村，数字化平台发挥大效用，不仅

仅体现在村容村貌维护方面。村委会通过社交

信息群及时向村民发布各类通知、告示等信息，

如惠农政策、务工信息、天气情况等。村里的大

事小情都会在第一时间“搬”进群里，使村民足不

出户，便可知天下事。通过“村群”，村民们还可

以及时掌握当地交通信息、停车位、孩子上学情

况、新的就业岗位等，攸关大家生活的方方面

面。此外，在处理关乎村民利益的村务大事上，

村委会也通过社交平台全程网办，公开透明、秉

公办事。当地媒体认为，基于数字化的政务服务

“网上办”“快捷办”，发挥了良好的沟通联系作

用，有效增强了村民公共参与意识。同时，它甚

至还成为联络在外同乡的纽带，汇聚起以色列乡

村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

以色列农业生产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特点，

在阿洛内村也得到了很好体现。村民们在滴灌

设备上安装监测器，把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用于

节水，通过计算机控制作物灌溉量，水资源的利

用率高。数字化大棚同样采用计算机控制温度、

湿度、光照等，以适应瓜果蔬菜的种植要求。监

测系统可以通过室温传感器，实时感知棚内的温

度数据，再由无线传输方式到达后台。如果系统

发现大棚温度低于标准值，会自动打开温控系统

调整温度。当大棚的温度达到标准值后，系统就

会自动关闭温控系统，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介

入。阿洛内村内大棚所用的塑料材料，也被数字

化管控，具有防尘、抗雾、节省能源和抵御紫外线

等功效，还可以获得更好的光照效果。

得益于此，阿洛内村一年四季都瓜果飘香、

菜蔬不断。据统计，以色列农业从业人员占劳动

力人口比例极低，却提供了全国九成以上的食

物。同时，农产品还大量出口国外，占据了近一

半的欧洲瓜果、蔬菜市场，让以色列被誉为“欧洲

果篮”。这正是阿洛内村等乡村农业地区，在乡

村治理中积极采取数字技术所取得的成果。

以色列

数字化打造“欧洲果篮”
本报记者 黄培昭

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乡村都曾因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面临各种挑战，而数

字技术革命给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

全新改变。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

术蓬勃兴起，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和乡

村治理现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将数字技术广泛融入农业产业发展的各

环节，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乡村发展和治

理，已成为世界潮流。部分国家和地区

在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农业方面的

实践起步较早，形成了具有借鉴价值的

发展模式和路径。

这些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

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发展融合生

产、加工、销售终端全流程在内的农业产

业化模式。如澳大利亚积极利用大数据

技术服务现代农业发展，通过全面的数

据采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精准的数据

分析利用平台，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管

控、精准运行和科学管理。以色列采用

数字技术建设了农业生产培训平台，将

农业前沿技术、市场变动等信息向农业

经营主体实时公开，帮助农民及时掌握

市场信息，助力其提升农业生产技能。

它们还积极推动农业发展中的数据

共享，促进智慧农业和绿色农业发展。

如欧盟于 2018 年推出《欧盟农业数据共

享行为准则》，于 2020 年发布“欧洲数据

战略”提出分享和获取与农业生产相关

数据规划，并通过开放两颗卫星系统、搭

建 FaST 开源数据平台等，精准指导不同

规模农场的农业生产过程。日本高度重

视农产品交易的数字化，从 1997 年开始

就逐步对各地农业市场进行数字化改

造，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信息服务系统。

此外，推动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提升乡村公共服

务质量和增进农民现代文明生活水平，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普

遍做法。如法国通过政府集资模式广泛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利用无线和互联网技术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实行“让学校进

入数字时代”发展战略，推动各学校配备数字化教学技术，促进教

育资源共享，为分散在各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和学

生交流提供便利；通过乡村家庭联盟开展智慧乡村建设工

程，为地方农民提供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培训。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2020 年启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此外，还发布《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等政策文件。截至 2022 年 6 月，

中国乡村网民规模达 2.93 亿；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覆盖，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数字

技术在农业生产和乡村治理领域广泛应用，乡村电

商快速发展，为加快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应因地制宜，使数字乡村建设与地方实际和发展模

式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

的数字化运用应充分考虑特色产业方向，针对各地休闲农业、农技

服务、乡村淘宝、直播带货、绿色农场、康养小镇等不同发展战略，

采用多样数字技术路径。积极构建产学研协同体系，保证技术适

宜同样重要。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开发需要紧贴乡村需求和地方特

色，推动其在乡村数字化治理、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农产品市场流通等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同时，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还要以人为本，培育乡村数字人才

和增强农民数字素养，将数字技术积极运用于乡村福利、教育和

环境等领域。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等建立公平合理奖励机制，激

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以数字技术

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是基本路径。如由政府搭建社区

管理服务平台，方便村民通过智能手机实时查看社区状况和反馈

问题，也为远离家乡的村民进一步了解家乡发展、参与家乡建设

提供渠道，提高村民的归属感和投入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深刻变革，为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全面赋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数字

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这将进一步加快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步伐。把握数字时代机遇对推进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这一进程将会塑造乡村文明新形态，成为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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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首都伦敦出发一路向西南，驱车两个

半小时左右到达多塞特郡。这里拥有大片的国

家级森林公园、自然风景区和绵长海岸线，开阔

的原野和树篱中，点缀着的不仅有公园和各类古

迹，还有众多农场和村镇。

多塞特郡是英国数字服务启动较早的乡村

地区之一。2010 年，多塞特郡就已开启了在线

公共服务的升级项目。在经过多方考察后，当地

政府意识到，各种证照办理是最需要数字化改革

的领域之一。在此之前，办理如驾照、出租车运

营许可等相关证照的过程不仅耗时耗力且差错

率高。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政府聘请相关数字

化专业人士升级系统，为居民提供全流程在线服

务，大大节省了办事时间，整体服务水平和内部

效率得到了提升。10 年间，多塞特郡的政府在

线服务经过多次迭代，几乎所有的政务服务都可

以一站式解决。

走在数字化治理前列的多塞特郡成为英国

建设智慧乡村的试验田。无人机、机器人、照相

机、传感器……这些高科技设备开始在多塞特郡

搭建农业物联网，用数字技术为农场提高经济效

益。2021 年，英国地质调查局与相关技术机构

合作共同在多塞特郡开发了新的沿海滑坡监测

系统。技术人员与计算机、地质学领域专家使用

5G 传感器收集地质数据，包括地面运动、温度和

降雨量等，使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对这些数

据进行处理，以降低当地自然环境管理和监测的

成本。多塞特郡还在附近海域部署了 5G 海浪监

测系统，利用浮标搭载传感器，将潮汐方向、温

度、浪高等数据 24 小时不间断传回监测中心，海

况信息不仅能够及时提供给公众，也可以帮助紧

急服务部门进行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从而改善

沿海乡村的安全。

目前，数字化治理已经成为英国数字化发展

的重要内容。自 2012 年首次提出打造“数字驱

动”政府以来，英国在数据能力发展、政府数字化

转型、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乡村发展等领域，陆续

制定并出台了相关国家战略规划，从数字政府、

数字农业、数字乡村等多元角度推动了英国整体

数字化治理发展。

英国乡村数字化建设与治理曾经历复杂而

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居民数字

能力的培养是主要挑战。英国乡村地区人口密

度低，老龄化程度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较为

严重的数字鸿沟。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一项研

究报告显示，在英格兰西北部乡村地区，只有 1/4
的人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对

使用数字技能的信心不足。

2019 年，英国承诺投资 50 亿英镑启动千兆

宽带项目，旨在升级网络基础设施。当时，该国

千兆宽带覆盖场所占比仅为 6%。据英国政府网

站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1 月，英国超过 72%的

场所都能够接入千兆宽带，未来计划在 2025 年

将这一比例提高至 85%，进一步帮助广大乡村地

区弥合数字鸿沟。同时，开展相关数字能力培

训，为老年人、求职者等进行适应性培训，以提高

当地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技能，帮助他们更快进入

网络时代。

英 国

网络升级搭建农业物联网
本报记者 邢 雪

2023 年 1 月，日本农业与食品产业技术综合

研究机构（以下简称日本农研机构）正式宣布，该

机构开发的互联网应用接口“农作物生长和产量

预测工具”已进一步扩大所覆盖的农作物品类，

在此前西红柿、辣椒、黄瓜 3 类大棚作物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露天种植的卷心菜、生菜、西蓝花、

菠菜、洋葱、大葱等 6 个蔬菜品种。终端用户可

以根据当地一段时期内的光照情况、气温水平

等，获得较高精度的蔬菜生长和产量预测结果，

进而更加科学地指导生产销售。

“ 农 作 物 生 长 和 产 量 预 测 工 具 ”所 需 的 各

类农业基础数据，如各种农作物生长和收获模

型数据，以及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日照时间、温

度等环境数据，由日本农研机构近年来大力推

进 的“ 农 业 数 据 协 作 平 台 ”提 供 。 该 平 台 自

2019 年 4 月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以 来 ，已 吸 引 500 多

家企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及行业组织成为

会员单位，收录了各方共享的大量农业基础数

据。平台通过“农作物生长和产量预测工具”

等互联网应用接口，将相关信息发送给农业数

据 应 用 开 发 的 企 业 和 团 体 等 ，形 成 了 B2B2C
的服务模式。

目前，平台还提供气象、农田、农机、农药化

肥、病虫害诊断等不同场景的互联网应用接口，

涵盖农产品种植、流通、销售等全链条。在此基

础上，日本农业领域近年来出现了多个农产品流

通销售相关的数据服务应用程序。这些程序以

可视化形式反映了当下特定农产品在某个或多

个地区市场销售量、销售价格等数据及变动趋

势，不仅为流通环节的销售商提供进货定价依

据，也可以为生产环节的农户制定采摘出货计

划提供参考。

随 着“农 业 数 据 协 作 平 台 ”等 数 据 平 台 的

推广应用，日本智能农业数据共享如今已进入

实 际 应 用 阶 段 。 日 本 野 村 集 团 长 期 从 事 智 慧

农业研究的主任研究员周旋表示，日本农业数

字化转型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在共享农业数据

预测农业生产、指导农产品流通等方面独具特

色。未来，日本将进一步以数字化服务乡村治

理和转型，在减轻农业劳动强度、提高农作效

率 及 农 业 绿 色 可 持 续 发 展 领 域 进 一 步 发 挥

潜能。

据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日本智慧农业市场规模为 303 亿日元，较上年

度增加 22.4%。农业云平台的使用人数不断增

加，旨在降低施肥量的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也

正在得到普及。此外，为缓解农业人口持续减

少压力、降低农业劳动强度，农业机器人也已通

过实证试验，未来将进入商业推广阶段。报告预

计，今后在 5G 通信技术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智慧

浇灌管理、农业机器人、农业遥感等数字技术或

将进一步推动日本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的普及应

用，帮助日本于 2028 年将智慧农业国内市场规

模扩大一倍以上。

日 本

共享数据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 岳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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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日本熊本县八代市，当地水稻种植户和技术人员在田间

确认无人机喷洒农药进展。 日本农业数据协作平台网站供图

图②：2022 年 2 月 17 日，在以色列中部一村庄，农民们正在耕种。

杰克·古埃兹摄（人民视觉）

图③：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菲尼斯泰尔省农业局为当地农民组织

了类型多样的信息培训课程，提高其数字技能。

法国菲尼斯泰尔省农业局网站供图

图④：英国农业科技初创企业小型机器人公司为“5G 农村多塞

特”项目开发的 5G 农业机器人。 英国小型机器人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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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
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
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
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等。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数字技
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
为乡村创新治理手段、实现精细化管
理、促进智慧农业和绿色发展的重要
抓手。一些国家将数字技术广泛融
入乡村发展的各环节，积累了一些经
验和做法可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