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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农特产品打开销路

“去年我的邻居通过电商直播，苹果
全卖完了，还卖了个好价钱，自己也一直
想好好学一下。这次县上主动征询我们的
意愿，有针对性地开办电商直播带货培训
班，真是办到我们心坎上了！”陕西咸阳
旬邑县苹果种植大户王铁娃的话，道出了
许多村民的心声。

据悉，旬邑县为接续做好脱贫攻坚成
果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出台了免费
培训、补贴奖励等政策，助力农户直播卖
货。旬邑县人力资源局负责人说，乡村要
振兴，产业是基础。旬邑素有“中国苹果之
乡”美誉，电商直播带货给农产品销售带来
发展新机遇，开辟助农就业的新途径，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新农具”。

近年来，视频直播带货兴起。《2021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称，截至
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
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 6.17亿。借助短
视频和直播，四川的粑粑柑、新疆的库尔
勒香梨、湖北的红橙、海南的芒果、福建
的鲜笋等农特产品，从原产地直接运到了
千家万户。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的《短视频、直播助力新型县域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显示，来自种养一线的真实画面和
朴实声音，拉近了消费者与农户的心理距
离，增进了消费者对农户的信任，使农产品
销售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目
前，短视频、直播不仅在农业去库存、加工

业获得消费端反馈等场景上被广泛应用，
还激发乡村文旅产业、乡村非遗文化产业
等县域新业态的活力。

让数字农业更智慧

通过大数据和云技术的应用，一块田
地的天气、土壤、降水、温度、地理位置等数
据自动上传到云端，在云平台进行处理，处
理好的数据发送到智能化的大型农业机械
上，指挥它进行精细作业……这样的场景
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已成为现实。

广东梅州大埔县是中国蜜柚之乡，一
到金秋丰收季，大埔蜜柚硕果累累。如今，
在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这里的柚子种植
园充满科技感。大埔县建设了5G+农业大
数据服务项目，将5G、遥感、大数据、AR（增
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充分运用
在农业园区的建设中，贯穿于蜜柚数据链、
产业链、监管链全产业链条。

在种植阶段，大数据平台能够实时分
析分享种植园的土壤干湿度、肥力等信息，
提高农作物的种植精准度；在采摘阶段，智
能采摘机器人可以根据果园、果树、果实的
糖分、水分、农残等进行差异化、精准化采
摘和分档；在销售阶段，大数据平台可以精
确分析线上线下销售数据，为农产品的精
准化销售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平台已
实现大埔蜜柚销量提升 19.1%和价格提升
0.14 元/斤的效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信
息中心的“2021 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优秀案例推介名单”。

一系列数字技术的创新运用，让数据

成为新生产要素，让信息网络成为新基础
设施，让信息化成为新治理手段，让数字
经济成为新增长引擎。以 5G 为例，华南
理工大学通信博士、广东移动农业信息化
专家张峻恺认为，未来农业领域会有许多
精细化的无人农机运用，5G以其低时延的
特性就可以很好支撑；另外，5G的广连接
可以支持多个物联网设备同时接入，这都
将为数字农业赋能。

助力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陕
西延安宝塔区万庄村近日响彻一段优美的
女播音声，这是宝塔区引入在线音频平台
喜马拉雅后，打造的互联网智能广播在村
子里第一次接通。

互联网智能广播是啥玩意儿？村里不
少老汉好奇。与传统广播不同，互联网智
能广播采用了最新的互联网技术，一个巴
掌大的黑色小盒子，约等于电视机的机顶
盒，只要把它用数据线插上功放，喇叭便会
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响起，每个时段的内容

丰富多样，可以根据每个村的不同需求，定
制党史党课、农业课程、生活知识等。

“别小看这个黑盒子，用处可大哩！”延
安宝塔区宣传部副部长吴玮说，互联网智
能广播进村，对乡村振兴很有帮助。“一是
全村能实时联通，直播开会实况等，信息共
享上更加丰富、透明、对称了；二是有声乡
村可以成为一种黏合剂，对激发留守村民
的社区归属感有很大的作用；三是多元化
的内容也可在精神上给予村民更多的娱乐
和滋养。”

万庄村的蘑菇养殖技术员李旭就对互
联网智能广播赞不绝口。他说，村里有些
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娱乐活动非常
有限。有了智能广播，大家在村委会前的
小广场上休息时，就能听到新闻、音乐、农
业知识等内容，还能讨论，乡村更加热闹。

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变之中，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
破解的挑战和难题，互联网新技术的加
入，夯实了乡村振兴数字化的地基，帮助
贯通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
展现出巨大潜力。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日前
正式实施，新增的“网络保
护”专章从立法角度为未成
年人的网络生活保驾护航。
中国未成年人网民数量与占
比持续上升，对网络内容监
督管理、家庭上网教育、互
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和参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47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中国 19 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
比 16.6%，快速增长的青少年
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不可
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
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与成年
人一同生活在纷繁的网络世
界中，必须受到特殊保护。

新的法律规定源于新的
问题出现，“网络保护”专章是
新媒体时代保护未成年网民
的防火墙。近年，未成年人受
到 网 络 侵 害 的 案 件 屡 见 不
鲜。例如，一些网络游戏、网
络直播充斥低俗、暴力等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元素；不
法分子抓住未成年人心智不
成熟的特点，利用网络聊天、
网络交友的渠道，对未成年人
实施欺凌、侵害等。新媒体时
代，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
已不仅是“防沉迷”那么简单，
新型互联网应用导致的新问
题，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迫在
眉睫。

当前网络环境下，全方位、立体化的“网络
保护”必不可少。新增的“网络保护”专章首先
明确了父母、学校的监督责任，将“父母及时安
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课堂上不允许带手
机”等写入法律，保证未成年人在家在校安全上
网。此外，“网络保护”专章也对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提出了“硬核”要求，例如“不得在每日
二十二时至次日八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
务”“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不得推送广告等与
教学无关的信息”等，敦促平台将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的风险降到最低。

正如专家所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亡羊补
牢”前置成“未雨绸缪”。“网络保护”专章无疑
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先行者，但值得注意
的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仍是一项非常艰巨
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多
方努力。

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互联网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本报记者 叶 子

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互联网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本报记者 叶 子

互联网技术正加速向农业农村延伸和渗透，在农业技术推广、

市场信息服务、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物联

网、大数据等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互联网+”为农民生产、

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提供内容丰富、快捷高效的数据信息服

务，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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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旭日升现代家庭农场直播带货竞赛现场，电商业主等正直播
介绍本地特色农产品。 潘百旺摄 （人民视觉）

云中漫笔

广州高新区：布局“纳米科技” 赋能“万亿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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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21世纪

化学中的纳米科技前沿论坛暨第11届化学的创新与发展论坛，在广州市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开幕。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是我国高水平、高规格的科

学前沿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中国科学院化学部、中国

科学院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承办，《中国科学》杂志社、广东粤港澳大

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广纳院”）协办。论坛旨在聚

焦国际纳米前沿、“卡脖子”技术和产业需求，总结基础科学难点与产业

化瓶颈问题，研判发展趋势，展望产业化路径和范式，促进科学技术前沿

突破。

众多国内高校科研专家齐聚黄埔，围绕纳米生物医药、纳米智能器

件、纳米先进材料以及纳米合成技术等重点领域作精彩报告，并针对相

应领域的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黄埔区、广州高新区高水平

研发机构和纳米领域龙头企业的代表也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前瞻性布局
“五个一”工程打造纳米科技创新高地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产业引擎和创新

枢纽，在科技前沿和新兴产业领域前瞻布局，建设“1+1+3+N”战略

科技创新平台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启动建设，国

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获科技部授牌，人类细胞谱系、航空轮胎动

力学、慧眼三个大科学设施加快推进，以广纳院等为代表的一批广东

省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建设初见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大幅加快。

当前，黄埔区、广州高新区重点抓好“五个一”工程，即设立一个

高水平研究院（广纳院）、一个专项（“纳米科技”专项）、一套政策（纳

米产业政策）、一个产业园（中国纳米谷）、一个纳米基金（粤港澳大湾

区纳米产业投资基金），举全区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纳米科技

创新高地。

2019年底，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出台“纳米 10条”，在产业集聚、

人才引进、技术研发、办公用房、举办重大推介交流活动等方面给予

支持，其中，单个纳米企业最高可获得超过1.7亿元的政策扶持。

位于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内中新广州知识城的中国纳米谷，包括

四大园区以及纳米生物安全中心，其中纳米智能技术科技园已于

2021年6月28日正式开园。

此外，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还共同推动设立

10亿元规模的纳米产业直投基金，后续将共同推动设立100亿元规模

的粤港澳大湾区纳米产业投资母基金，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纳米科技

成果产业化。

“五个一”工程涉及纳米产业发展的人才引进、基础研究、项目落

地、成果转化等全周期，打造“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人

才支撑”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打通创新链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赋能“万亿制造”

纳米科技是公共领域一个共性的关键技术，对各个领域具有支撑性

和前沿引领性，在原子制造、智能技术、新材料、智慧医疗、能源环境催

化、标准安全等领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搭建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立完整的科技创新

链，实现一系列纳米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目前，黄埔区、广州高新区集

聚 110 多家纳米领域创新型企业，具备一定产业基础，主要集中在新材

料、生物医药与健康、能源与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整体技术含量较高。

2020年，黄埔区、广州高新区深入构建“智谷氢谷药谷美谷纳米谷”

五谷丰登产业发展新局面，纳米领域创新型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630亿

元，为冲刺“万亿制造”注入强大动能。

建设高端载体
为高质量发展汇聚全球智库

近年来，黄埔区、广州高新区陆续举办了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

会议和科技论坛，吸引了多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优秀科学家“到黄埔去”，擦

亮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名片，为本地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赢得了机遇。

从传统的工业园区转型成为能够吸引国际高端会议举办的高地，得

益于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迅速提升，特别是高端商务资

源的快速建设。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在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生物

岛等片区，规划建设知识城国际会议中心等高端人才交流载体。

未来，黄埔区、广州高新区高端商圈建设也将为高端人才交流创造

便利条件。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将完善商业网点布局，推进黄埔湾、科学

城、知识城等八大高端商圈载体落地。高端人才交流载体的规划建设，

将使黄埔区、广州高新区的国际化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面提升“四

区四中心”发展能级，助力“四个出新出彩”纵深推进。

中国纳米谷中国纳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