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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激发产业活力
数智技术推动乡村振兴

在淄博市博山区的山东果宝
鲜生智慧农业示范园区，记者惊
喜地发现，这里是集配套智能水
肥一体化系统、数字化控制中心、
分拣流水线等设备于一体的综合

“数字果园”。果园融合应用了物
联网、大数据、5G、VR、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和设施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打造以种植、加工、仓储、互
联网销售一体为核心，融入研学、
线上认养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数字
产业园区，创新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实现了产业链高效协同，各环
节提质增效。

“我们园区收获期的软枣猕
猴桃产量达到2000公斤以上，软
枣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它
的维生素C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
2—3倍，可以达到苹果和梨的98
倍，所以营养价值特别高。我们
的每一棵果树下面，都有两个精
准施肥的滴头，让果树达到标准
化、精准化施肥，不浪费任何一点
资源。”山东果宝鲜生智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经理孔彬介绍说。
山东果宝鲜生智慧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智慧农业产业链，只
是博山区推进全域数字乡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

走进博山区八陡镇综治中
心，“陡办理”民生服务“微平台”
构建便民服务圈。群众通过扫码
反映诉求，将问题描述、发生地
点、问题照片完善后，网格员从发
现问题到上门面谈处理，严格执
行“收集、确认、派单、处理、评价”

五步闭环业务流程，实现网格治
理从“有形”到“有效”的转变，打
通诉求反馈“最后一公里”。通过
运用信息化和科技化手段，让专
职网格员这根小小“绣花针”，穿
引服务民生千条线，绣出基层社
会治理新景象。

“数字乡村平台的建成，不仅
提高村里处理问题的效率，更为
村里开展疫情防控、平安建设、综
合治理等工作提供了便利。”博山
区八陡镇综治中心主任刘俊杰指

着手机上的小程序介绍道，八陡
镇24名网格员都拥有专属于自
己的电子“二维码”，只需用微信
一扫，每名网格员电子信息业绩
档案就会全部呈现到手机画
面中。

“专职网格员从发现问题到
上门面谈处理，全程控制六分钟
以内，严格执行‘收集、确认、派
单、处理、评价’五步闭环流程，打
通群众诉求‘最后一公里’。”刘俊
杰说。

联合培养博山“头雁”———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打造淄博示范品牌

“我们从生产、种植、防病到
采摘、包装、冷链全程启用物联
网，让客户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全
过程，我们这个四季葡萄园‘打卡
地’，实现了365天天天有新鲜葡
萄的采摘。”在淄博市沂源县东里
镇，东益四季葡萄园总经理褚万
香笑着说，“我们各个生产环节用
手机操作，配套智能水肥一体化
系统，配置自动卷帘通风系统，实
施智能测土配方施肥，实现数字
指挥全过程，让客户在网络中天

天看到葡萄生产全过程，保障产
品质量全程可追溯。”

无独有偶，数字赋能正在渗
透应用于东里镇各大林果产业
链。“我们现在分选的这个苹果，
是销往湖南、上海、广东的，通过
新上的数字分拣线，可以实现自
动分选大小、糖度、质量。”在沂源
县东里镇，星辉（山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兴伟介绍说，
过去水果的采后分拣，是一项传
统而吃力的工作，现在这种由机

器标准化运作的分选方式，与原
来人工作业方式全然不同，果农
们轻松了，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了，企业的加工成本降低了80%
以上，原加工成本每吨600—800
元不等，现在只需要每吨100元。

林果业是东里镇农业的传统
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东里镇发展
乡村旅游的重要依托之一。东里
镇运用“党支部+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建有凤归巢生态农
场、“四季葡萄”等数字休闲农业

示范园，通过创客平台建设、挖掘
本土人才等方式，吸引储备了一
批电商人才、智慧农业发展人才
和文化传承艺术人才，推动打造
在全省具有影响力的数字乡村
试点。

在东里镇凤驿溯源数字中心
展厅，东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
林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起东里镇数
字乡村智慧平台，“我们构建了基
层社会服务治理新模式，实时监
测全域大数据。依托物联网，将

林木、水质、空气等指标纳入系统
监控范围，实时更新重点场所人
流量等数据，为突发事件处置、资
源调配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数字中心展厅搭建“数
字党建”平台、“智慧三农”平台、
社会服务治理平台、实时全域大
数据监测平台等，将镇域大数据、
特色工作立体化、可视化展示，通
过终端操作，提升农业智慧化水
平，增强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能力。

渠道重塑沂源“内容”——— 巧借数字“引擎”绘就淄博乡村振兴新画卷

打开手机，淄博市临淄区皇
城镇的农户们就能轻松查阅自家
蔬菜种植大棚内的光照、温度、土
壤等数据。近几年来，山东思远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托鲁担项
目，建立起了皇城镇蔬菜生产“标
准化大工厂”。

思远农业针对淄博市临淄区
皇城镇15000余个设施大棚，详
细统计其生产管理信息，对产业

园2000个大棚进行了土壤样品
采集和化验。“我们利用思远农业
大数据平台、农保姆、齐稷汇等
APP实现蔬菜生产人人监督，蔬
菜生产消费者可视化，实现蔬菜
供用模式的创新。以前种菜遇到
问题，农户们总是跑上跑下找专
家，现在只要大棚数据不准确，手
机APP立即预警。遇到难搞懂的
问题，专家还能远程管理指导，省

去农户不少跑腿时间。”山东思远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京
涛自豪地说道。

春天正是播种的好时节，位
于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的海岱农
业大棚内，工人们正在运用“现代
化智能浇水车”，对蔬菜进行定时
定量浇水。与传统人工浇水相
比，智能浇水车细密均匀、高效
节约。

“海岱农业大数据应用服务
平台的建设，实现了人工节省
20%—30%，水肥和农药节省了
10%—20%，增加产量10%—
20%，达到降本增效的目标，并为
农产品溯源提供安全保障。以

‘数字’为媒，让智慧农业代替传
统农业种植方式，变成数据种植，
让乡村产业未来有‘数’可期。”淄
博海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爱国说。
临淄区皇城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罗淑娴在采访中表示，下一
步，皇城镇将继续以省数字乡村
试点乡镇为抓手，不断强化数字
化理念、深化数字化认知、用好数
字化手段，加速推进数字农业农
村建设，激发智慧农业内在潜能。

观念改变临淄“视野”——— 着力农业生产信息化 激发淄博智慧农业内在潜能

“过去，村里找乡镇干部审
批，至少要往返两趟。眼下，用上
APP后，类似反复跑腿的烦恼逐
步化解。”淄博市经开区沣水镇党
委副书记孙璇跟记者感慨道。孙
璇说的APP，是沣水镇被列为山
东省数字乡村试点乡镇后，依托

“数字沣水”大数据平台自主开发
的“农村集体资金支出及公章管
理系统”。在这个APP上，需要审
批相关事项的村民、村干部只要
将相关文件上传平台，收到审批

信息后，相关审批人员无论是在
工作岗位还是在家，只需要打开
手机进行刷脸认证，就能立即变
为电子签章。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互
联共通，申请人在线申请，村书
记、包村干部、镇领导等在线审
阅，使农村事务代办效率翻倍提
升，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截至目前，沣水镇运用“农村
集体资金支出及公章管理系统”，

已经累计完成资金支出审批及支
付5023笔，规范支出资金6.42
亿元。

此外，沣水镇还投资7000余
万元，打造了总占地200亩的鑫
优侬佳数字富碳农业生态产业
园。走进园区，记者看到，明日
叶、黄棒菜等作物次第生长，同时
园区还拓展富碳高效农业、药膳
同源等多个项目。园区配备全自
动化水处理装置和负离子水防病
虫害系统，实现“作物灌溉+绿色

无公害”精准防治，全力打造集绿
色农业、富碳农业、高质量农业、
高附加值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数
字产业园区。

云端发力，数字赋能。数字
乡村建设激活了沣水镇产业、生
态、文化、组织、人才等发展要素，
刷新了沣水镇新“颜值”。

走在淄博省级数字乡村试点
的“一区三镇”中，记者感受到，数
字元素渐渐融入淄博市乡村生活
的方方面面，数字应用场景逐步

建成，并改变着群众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有关负责人介绍，淄
博市紧紧围绕“打造数字农业农
村中心城市”目标，以数字赋能淄
博乡村振兴，以数字技术改造提
升农业全链条、农村各领域和农
民新生活。

“数字乡村”未来可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昭越 徐晋

效率刷新经开“颜值”——— 搭建数字乡村平台 赋能淄博基层社会治理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淄博市紧紧围绕“打造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目标，以数
字赋能淄博乡村振兴，以数字技术改造提升农业全链条、农村各领域和
农民新生活。2021年4月23日，淄博市博山区、临淄区皇城镇、沂源县东
里镇、经开区沣水镇获评山东省数字乡村试点，如今“一区三镇”已顺利
完成为期两年的试点建设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山东省级数字乡村试点
终期评估。

为充分发挥数字乡村试点的以点带面作用，深入挖掘、系统总结数
字乡村试点建设经验，近日，淄博市委网信办组织“插上‘数字翅膀’让
乡村‘齐’飞”省数字乡村试点建设集中采访活动，带你走进淄博省级数
字乡村试点的“一区三镇”，感受数字乡村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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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东里镇东安城数字分拣中心，由机器标准化
运作的水果分选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数字农业水肥一体化设施，可通过手机远程操控
设备浇水、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