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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各地农村悄然兴起“智慧农业”创新变

革。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

村建设发展工程，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

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

设。专家认为，“互联网+”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
农场，无人驾驶拖拉机等设备在现场演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

村的水木莫干山都市农业园区内，工人正在
智能温室采摘西红柿。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茶园中用来监测病虫害的摄像头。

新华社记者 林 超摄

网上中国

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1年3月10日 星期三

推进农村与城市“同网同速”

创建电商公司、建冷库、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电商脱贫
明星”，几年时间，陕西省黄陵县田庄镇东
村王圪崂组的“90后”小伙王博实现改变了
人生。

让王博甩掉贫困帽子的契机，源于他
一次在微信朋友晒照片。2016 年，王博家
里的苹果成熟，看着红彤彤的苹果，他忍
不住在朋友圈分享了几张照片。之后，凭
借优质的苹果、良好的信誉，他赢得了越
来越多回头客。随着当地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在政府支持下，他入驻
黄 陵 县 电 子 商 务 孵 化 基 地 ， 成 立 邮 政 局

“村邮乐购”村级服务站、黄陵县“王二
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果树种植合
作社，带领村民一起致富。

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像王博这样利用互
联网做生意的新网民。越来越快的网速和不
断优化的网络服务，为他们提供了强大支
持。统计显示，201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实
施 6 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共支持全国
27个省 （区、市） 13万个行政村开展宽带网
络建设和升级改造，其中包括4.3万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中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
超过 98%。截至 2020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
户总数达1.42亿。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是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的 基
石。为实现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提出，实施数字
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
第五代移动通信 （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
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
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
后凯建议，应从加大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

本进入、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入手，找出有
力抓手，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大数据让农事更“智慧”

在办公室里操作手机，用无人机查看果
树生长情况；果园里，无人值守机器人为果
树洗澡除菌，遇到病虫害时为果树施药；水
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配比水量和肥量，
让果树喝上干净水……在上海市崇明区翠冠
梨数字农业基地，50多种高科技设备每天自
动化运行。

据悉，该基地是盒马鲜生与上海市崇明
区达成战略合作后的首个落地项目，产品直
供盒马线下线上平台。该基地科技负责人张
样平介绍，基地里各类传感器会将翠冠梨生
长所需的温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度、土壤
肥力、盐分浓度等数据，自动采集、上传、
存储到翠冠梨的物联网云平台。当数据足够
大时，专家将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
型、指导农事，以提升翠冠梨品质。去年，
该基地出产的高品质翠冠梨每亩产值达 1.5
万元。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走进全国多地农
田，应用到秸秆还田、深松整地、收获、播
种、耕翻、深翻、打捆、植保、插秧、无人
机等 30 余种作业类型中。例如，在浙江，
全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全域地理信息
图、农业农村 10 大类数据资源库逐渐完
善；湖北、山东均已建设省级智慧农机平
台；山西晋中通过发展精准农业，有效解决
了农机在山地和丘陵作业时面积精准计算难
的问题……告别凭经验种田种地，大数据技
术应用让农事更“智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强调，建
立 农 业 农 村 大 数 据 体 系 。 农 业 农 村 部 表
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建设农业农村大
数 据 中 心 和 平 台 ， 深 入 推 进 数 据 共 享 开
放，强化数据挖掘、分析预测能力建设，

并支持西部等重点地区推进农业农村大数
据资源应用。

有专家建议，加强数据采集与管理，为

农业大数据发展提供资源要素；促进政府引
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以产销大数据为抓手，推动农业大数据应用。

提升线上治理“温度”

村外客人来访，视频电话通知立即发到
被访村民手机；有事找妇联，在手机点击

“有事找大嫂”，没多久，妇联工作人员会联
系你；订外卖、打车、旅游、寄快递，村民
都可以在村里一款 APP上完成……如今，在
山东省日照市车家村，“互联网+”进一步
密切了党群关系，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
强了。

据介绍，“数字车家村”以阿里钉钉平
台为入口，社区便民、党建、公益、电商服
务等数据汇集其中。“以往流动人口管理都
要挨家挨户拿本子记录，开会通知靠贴公
告，而防诈宣传只能靠口耳相传。”阿里钉
钉特渠山东区域负责人黄北辰说，这些繁琐
低效的治理手段逐渐成了历史。现在，流动
人口信息被录入后台数据库，村里开会用钉
钉通知，防诈宣传被搬到 APP上。日照市已
有74个村庄搭建起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

“互联网+”，让各地基层治理有了更多
“温度”。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 e
调解”APP 实现了人民调解“咨询—纠纷化
解—卷宗生成—履行跟踪—数据分析—研判
告警—以案释法”全流程互联网化，帮助当
事人足不出户解决矛盾纠纷；上海市宝山区
打造的“社区通”，账本网上晒，村干部报
酬、村委会收支等原始票据一览无余；浙江
省桐乡市建立全国首家互联网司法所、全省
首 家 5G 智 慧 法 庭 ， 推 出 24 小 时 “ 法 超
市”，让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未来，如何依托“互联网+”助力乡村
振 兴 ？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局 （原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将
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鼓励地方创新
乡村治理方式，深化与社会力量的合作，
通过运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扩大基层治理触
达范围，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农村上“云端” 农民腰包鼓

“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农村上“云端” 农民腰包鼓

““互联网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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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GDP增长8.3%
成都高新区明确“四个发展目标”

新发展需要新蓝图，新跨越需要新目标。在“十三五”取得成绩的基
础上，成都高新区在“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四个目标：

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即在成渝地区同
级别建制实现经济总量第一、发展质量最优；打造中西部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成为中西部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头羊，稳居全国高新区“第一梯队”；
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质量和效益上取得突破进展，以在全国同
级别行政区中进入前10为目标导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样
板；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实现高能级世界级企业支撑带动，在
细分产业领域形成全球影响力。

四个发展目标在空间维度上由小及大，依次递进，既立足所在区域脚
踏实地，又放眼世界立志高远；在时间维度上由近及远，依次突破。前三
个目标在“十四五”时期完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目标在“十四五”
时期实现突破。它们将成为成都高新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发展
的指引。

“十三五”期间，成都高新区成为四川省首个经济规模迈上2000亿元
台阶的高科技园区。2020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400亿元，同比增
长8.3%，稳居全国高新区第一方阵。到2025年，成都高新区力争GDP较
2018年翻番，达到4000亿元以上，再造一个“出彩高新”。

创新驱动提质增效
“揭榜挂帅”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为实现四个发展目标，成都高新区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贯彻
新发展理念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
践中。

成都高新区坚持创新发展，“十三五”期间，培育平台生态型龙头企
业、种子期雏鹰企业等898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2705家，较“十二五”末
增长271%；新经济特征明显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全行业增
加值的比重已达 70%以上；科创板上市及过会企业 5 家；聚集各类人才
60.59万人。

未来五年，成都高新区将从推动创新主体提能升级、厚植区域创新策
源能力、担当国家使命打造硬核科技 3 个方面集中发力。实施“岷山行
动”计划，计划建设50个新型研发机构，到“十四五”末实现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达到 5%，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实现翻番，增加国家级研发机构
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聚集高层次人才。实施高企倍增计划；加快
引育“四派人才”企业。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实力，推动规模以上招商引资企业向高新技术企
业转型，引领本土企业“小升高”“高企规上化”，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上打造集成化政策工具；引导区内企业响应国家战略，支持参与建设国家

级技术中心，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形成对“卡脖子”技术的揭
榜能力。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高品质建设城市消费新中心

成都高新区不只是创业之城，也是幸福之城。坚持从“人的发展”和
“城市发展”两个维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全方位留住人才，让人民群
众有获得感。

当前，成都正加快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高新区提出未
来五年将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市治理、城市品质等方面发力，让
广大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2021 年，成都高新区将高品质建设城市消费新中心，交子公园商圈
2021年年底初具形态，推进冯家湾片区更新、中和“老码头”区域改造，加
快特色街区、市井生活圈、锦江子街巷提升改造、芙蓉岛公园等项目建设；
全年新开工建设人才公寓 24 万平方米、4000 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三年攻坚”行动，2021年年底完工率达到90%；全年新开办中小学、幼儿园
13所，推动3家专科医院等项目建成投运；推进新川之心公园城市示范片区
等8个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示范片区建设。

一个接一个的民生项目，让成都高新区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场景逐
步清晰。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成都高新区始终秉持“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以科技创新为中心，不断提升主导产业能
级、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提速增效，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近期，成都高新区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暨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动员大会，标定“十四五”时期成都高新区的发展方向和目
标定位，谋篇布局，做好规划。

为迈好“十四五”时期第一步，成都高新区锚定“四个发展目标”，底气十
足。这底气来自不断攀升的成绩，来自科学长远的谋划，来自巨大的发展潜力。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成都天府软件园成都天府软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