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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各地更好应对数字乡村建
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日
前，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
发布了《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其
中，在智慧农业方面，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区发展奶牛数字化养殖
的成功经验成为经典案例。

利通区是宁夏奶牛养殖的核心
区，也是全国奶牛养殖大县。在这
里 ， 奶 牛 们 过 着 怎 样 的 “ 智 慧 生
活”？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数字技术服务奶牛日常

位于吴忠市利通区的宁夏兴牛牧
场，养殖着3500余头荷斯坦奶牛。

“要把奶牛养得好、产奶量高，
可是个技术活。”宁夏兴牛牧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亚栋告诉记者，随着牛
奶产业升级和数字技术发展，粗放养
殖模式早已行不通了。“如今，整个
牧场都依靠数字化系统管理，与传统
养殖方式相比有了颠覆性变化。”

在智慧牧场，一头牛从出生到日
常吃喝、健康管理，都有数字技术提
供保障。

“拿日粮加工制作来说，我们采
用了智能精准饲喂系统，让奶牛吃得
更科学。”王亚栋介绍，要让奶牛健
康并且产奶量高，饲料的营养必须丰
富。“这些牛每天吃的饲料，由十几
种原料以科学的配比组成，包括豆
粕、玉米、草料、维生素等。每种料
加多少，是否搅拌得均匀，投食的时
候给牛喂几次、一次喂多少，每个步
骤都关乎牛的健康。”

有了智能精准饲喂系统，这项工
作就变得简单了许多。

“工人只要将不同原料按照系统
提示的投料量放进上料机，就像给
打印机装上不同的墨水一样，加料
系统会自动根据程序控制搅拌、混
合，再把饲料按份精确地投入奶牛的

食槽中，既提升了饲料转化率又减少
了饲料浪费。”王亚栋说。

奶牛生活的牛舍，在自动化精
准环境控制系统的调控下，变得十
分舒适。

牛舍的温度、湿度、氨气浓度以
及光照强度和时间，实时上传至数字

管理平台。何时开风扇通风、何时喷
淋，都实现了自动控制，节能又增
效。牧场内设置的高空瞭望云台摄
像机实时监测牧场生产安全，可以监
测异常火点、奶牛异常出圈等情况。

每头牛还有自己专属的“智能手
环”，以监测活动轨迹及健康情况。

“奶牛的后蹄腕上都绑了一个小
盒子，这是智能计步器，一种基于物
联网技术的牛只监测设备。它能实时
将奶牛的活动数据上传至后台，进行
数据分析，记录奶牛健康情况，帮助
实现奶牛分区管理等。”王亚栋介
绍，过去，牧场需要至少5名兽医负

责奶牛健康管理及保健工作，现在只
要 3 名即可，“一有问题，系统平台
直接预警并派发工单，管理几千头牛
也不费劲了。”

高效管理带动效益提升

吃得好、住得好，奶牛自然能产
出更多优质牛奶。

“卖牛奶的收入占我们牧场总收
入的90%以上，所以自动化挤奶是智
慧牧场建设的关键一环。”王亚栋向
记者介绍，牧场设有一个数字化奶
厅。奶厅正中是一台占地 3000 平方
米的转盘式挤奶机。

只见巨大的圆环转盘在不停旋
转，转盘被分割出 72 个小隔间，每
个隔间的大小正适合一头奶牛站立。
奶牛被工人从圈里带出来后，径直走
上转盘，便可以进行药浴、验奶、套
杯、挤奶等流程。

挤出来的牛奶会直接进入储奶设
备，配套的速冷设备在 30 秒内，将
牛奶降温至 2摄氏度到 3摄氏度，这
也是最利于牛奶保鲜的温度。“牧场
日产奶量可达 50 吨。这些牛奶产出
后，在1个小时之内，即可被送到位
于利通区的乳制品企业，最大程度地
保证了奶质新鲜。”王亚栋说。

数字化管理让牧场的其他各项工
作也井井有条。

“包括原料的入库，工人的工作
计划，各部门周、季、月度的工作汇
总等，都由牧场数字管理系统安排，
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王亚栋认
为，“服务奶牛的数字设备与数字管
理平台，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智慧牧场
系统，打通了人、奶牛、乳制品之间
的信息通路，实现了奶牛智慧养殖。”

为更好地进行数字化管理，兴牛
牧场聘用的员工有不少是掌握数字技
术与养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据介
绍，该牧场现有工作人员 60 余人，

其中1/4是掌握数字化设备操作的技
术人员。“这些数字化养殖人才，月
薪大概在八九千元，有些人月薪超过
了1万元。”王亚栋说。

政策扶持推动智慧发展

在吴忠市利通区，兴牛牧场的数
字化发展之路并非个例。

“我们只算是一家中等规模的
牧场，现在利通区已建成的规模奶
牛养殖场有 100 多家。”王亚栋表示，
自 2021 年牧场建成投产以来，在数
字化建设方面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
力扶持。

“作为数字智慧牧场示范场，在
数字化设备投产之初，区里给予了我
们政策性项目支持和技术指导。区里
还建设了奶牛综合信息大数据平台，
我们牧场的数据也直接接入平台，牧
场的生产运营情况可以实时与政府相
关部门对接，特别方便。”王亚栋说。

利通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打
造“千亿级牛奶产业”的目标任务，该
区聚焦数字化建设，积极实施 5G+智
慧牧场、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
等项目，推进草畜配套、现代智慧牧场
建设、奶农种养一体化发展。

“牛奶产业是利通区的特色优势
主导产业，也是利通区农业的支柱产
业。”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截至目
前，利通区已建成五里坡、孙家滩2
个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建成规模奶牛
养殖场103家，规模养殖场奶牛良种
化率、机械化挤奶率均达到 100%。
并且，现有奶牛规模养殖场已全部实
现数字化管理，通过项目带动建成利
通区奶牛大数据平台，已累计建设数
字智慧牧场37个、5G示范牧场1个。

据悉，今年二季度，利通区存栏
奶牛 24 万头，鲜奶产量 59.1 万吨，
成母牛年平均单产达到 9.8 吨以上。
生鲜乳平均乳脂率达到 3.8%，乳蛋
白达到3.2g/100g。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进数字化
奶牛养殖，着力打造优质高端奶源
基地，让更多农牧民受益，也让科
技含量十足的牛奶走上更多老百姓
的餐桌。”利通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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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距离我上次
登台，已经 60 多年。没想到在这里，
我们重逢了……”伴着悠扬的京胡琴
声，一个青年“梅兰芳”走向舞台中
央，向观众娓娓诉说。

这一幕场景发生在北京理工大学
虚拟化身实验室。借助高逼真实时数
字人技术，科研人员成功再现京剧大
师梅兰芳青年时的风采。

这是全国首个高精度京剧数字
人——“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由北
京理工大学教授翁冬冬团队与中央
戏剧学院团队合作打造。“让京剧大
师在舞台上复现，能更好地调动观
众对京剧艺术的好奇心，让文化跨
越时空、发扬光大。”翁冬冬说。

如何通过语速、唱腔，乃至其风
姿、神韵等再现“还原”梅兰芳？

“我们通过构建三维人物数字资
产，串联起各类相关文化数据，比如
有形的服饰、文玩，非物质的戏剧表
情、动作、戏装制作工艺等。”在翁冬
冬看来，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艺
术创造。

用数字化手段准确捕捉、复现梅
兰芳先生的表演，翁冬冬团队遇到了
不少技术难题。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与
多模态数据分析，他们不仅成功“重
建”了人物外观，还模拟出微妙的表
情与精细的动作，让“梅兰芳孪生数
字人”在虚拟舞台上完美呈现传统艺
术的魅力。

“梅兰芳孪生数字人”不仅仅是
视觉上的复制，更是情感和精神的传
递。为了使数字人在表演中展现出京
剧艺术的精致与精粹，团队对梅兰芳
的经典表演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
现代数字技术，对模型、骨像等进行
了精细的补充完善。翁冬冬说：“数
字人技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新的

途径，更是构建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梅兰芳孪生数字人”项目只是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

完美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越
来越多传统文化于光影中“活”起来、在大众中“火”
起来。

在成都凤凰数字艺术中心，“画游千里江山——故
宫沉浸艺术展”以北宋画家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为蓝
本，运用全息投影、即时交互等技术，将静止的画作转
化为动态数字长卷，营造出“人在画中游”的神奇效
果；在湖南美术馆，齐白石的 《万竹山居图》 从二维平
面幻化为三维空间，木桥、竹林等实景与用数字技术呈
现的飞鸟、溪水融为一体……观众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切身感受齐白石笔下的山居美景。

业内人士认为，扎根传统文化沃土，借助数字化
“翅膀”，运用现代科技创新艺术语言，让文化艺术资
源“上线入云”“刷屏出圈”，既可以增强高品质数字
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新路径。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
中，要平衡好艺术与技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尊重
艺术创作和传播规律，让技术放大艺术之美、彰显文
化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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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由联想集团与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共同开发的“智慧应县木塔”方
案出炉。这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和空间
计算技术研发的拓展现实应用，通过在
数字世界中构建“木塔孪生体”，逐层还
原了木塔的完整构造与细节，并将木塔
的历史浓缩其中，让应县木塔在数字世
界中得以复现。

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构
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凭借独特的设计、
结构与施工，屹立近千年而不倒，成为举
世闻名的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同时，由
于历史上地震、天气、战争等因素带来的
损伤逐渐累积，保护应县木塔的任务日益
紧迫。2023 年 2 月起，联想集团与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启动了“智慧应县木塔”项目，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古建筑保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展了木塔内部
木质结构的建模工作，并通过结构参数
研究打造木塔参数数据库。同时，他们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木塔的展示和科普内
容，创作虚拟体验的脚本。联想集团则
结合人工智能、神经辐射场以及拓展现
实技术，为还原木塔完整构造与细节提
供技术支持。联想集团副总裁毛世杰
说，项目研发过程中，研究团队累计运
用基础素材超过 1500 万面片，完成编程
接近6万行，手动渲染模型达4.2G。

毛世杰介绍：“第一阶段，我们启用
无人机设备和360度相机等采集设备，环
绕木塔进行全景式扫描拍摄，完成木塔
内外数千张图像数据的采集；第二阶
段，我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处理
基础素材数据，并通过深度学习和神经
网络训练对三维空间信息的智能感知和
理解，构建出高度仿真的三维场景；第
三阶段，我们利用拓展现实技术，将生
成的三维模型与真实世界或虚拟世界进
行无缝连接，通过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和
重构，实现三维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灵
活应用和交互。”

最终，“智慧应县木塔”体验应用还原复刻木塔一至
五层五大探索场景，实现了模拟登塔、艺术还原、古今
融合等突破。在景区已暂停登塔参观的情况下，游客可
通过虚拟现实设备模拟登塔，了解应县木塔的历史。

此外，“智慧应县木塔”项目还建立起可视化数字信
息档案，为今后木塔保护工作提供支持。未来，人工智
能、增强现实等技术有望应用到古建筑现场勘察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
所长刘畅长期致力于应县木塔保护工作。他说：“应县木
塔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看到外貌，还要看到内
部的‘骨骼’，甚至内部‘神经’‘肌肉’的分布。大量
数据的采集和应用，不仅能够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还能在不同数据之间搭建桥梁。”

“对古建筑来说，涉及结构保护、材料保护，还包括彩
塑、壁画等文化信息的保护。要用到测绘、探查、结构加固、
材料加固等各种技术。”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
究院副院长王小龙认为，技术手段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服
务，未来希望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测绘技术，提取更多的应
县木塔未知信息，包括它的原始设计、不同阶段的变化、木
材的腐朽情况等，为后续的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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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上海） 开幕。展会为期3天，以“未
来先行”为主题，赞助商、参展商和合作商共同探讨5G、人工智能、数智制造
等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

上图：观众在中国联通展台体验“上海天文馆数字孪生平行世界”。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摄

下图：观众在展会上与智能机器狗互动。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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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兴牛牧场的数字化
奶厅。

右图：宁夏兴牛牧业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操作数字化管
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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