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内，一个依托于物联

网的数字农业样板间已然成形。手机遥控温室环

境、施肥机自动调节水肥比……走进区内的绿迹

数字农业生态工厂，几排高端大气的高规格连栋

大棚便映入眼帘。手机上点一点，两台无人驾驶

机器就会按照设定线路穿梭在园区内，一个运输

农产品，一个进行植培。打开手机中的APP，浙江

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魁就可以随时查

看到12个大棚内的实时监测画面，大棚内实时智

能调节的温度、光照情况，以及施肥机自动为每种

农作物调配的水量、农药和氮、磷、钾等含量。无

独有偶，坐落于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镇）龙

萌村的三润泰克智慧农业项目，“内涵”丰富，“智

慧”十足，连片的智能温室大棚、不同保温材料的

高标准日光温室等让人眼前一亮，项目引进中国

农科院脱毒种苗和根际限制栽培技术，以建设优

质水果生产园区为主，以旅游观光采摘园区为辅，

将打造集高科技、产业化与信息化于一体的高标

准农业园区。穿行于园区一侧，一排排整齐有序

的设施管道错落有致，从温室的自动控温、控湿到

平台式管理与数字化指令输出、超大跨度大棚以

及户外无人运输系统……“建成后的园区内各大

棚都实行智能化控制，可以说智能化系统好比‘最

强大脑’，在它的统管下，实现了‘无人操作、智慧

生产’，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化程度和

工作效率。”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埋首精耕“试验田”，阔步勇当“先行兵”。近

年来，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以人工智能科技为手

段，利用智能物联网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等，打

造农业数字化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技术，建立蔬菜种植全过程的智能管理与决策

系统；利用 5G通讯、物联网和卫星导航技术等高

科技，指挥无人机、田间作业机器人等新型智能农

机进行巡田等农事作业，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耕作方式，开启智能农业新时代。

随着智慧农业建设的加快推进，农业时代不

断迈出新的步伐。数字赋能农业生产，依托省试

点项目，共投资4.17亿元开展智慧农业建设，累计

培育数字农业示范园区6个，建成数字农业工厂8
个（其中省级 3个），未来农场 1家，完成种养基地

数字化改造56家。与此同时，大数据在各领域广

泛应用。平湖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实时归集农业

农村各领域数据资源，已集成27个应用场景赋能

数字乡村。如“农智云”系统，实现农作物全生命

周期管控；通过各类线上销售平台，农产品网上零

售额达16.52亿元；全市78家农资店实现“肥药两

制”，农业投入品减量15%；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

养殖尾水治理实现全域覆盖。此外，智慧农业科

技不断创新。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共安装北斗

农机管家 483台、植保无人机 304台，实现农机的

精准作业和管理。加强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等科研

院校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累计获评国家级

和省级星创天地 3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1个，农

业科技贡献率达68%。

乡村振兴，数字先行。

近年来，平湖以数字化改革助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2019年以来，平湖市先后列入

第一批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县、省级乡村振兴集成创新示范建设县和省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县，

2020年又列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市；我市获评2022年浙江数字乡村“金翼奖”十佳县；市委网信办、市农业农

村局获评2022年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成绩突出集体；钟埭街道沈家弄村入选“百优村”；2022年获评全

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

自国家数字乡村创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平湖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三条

“跑道”，依托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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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乡村振兴加平湖乡村振兴加““数数””前行前行
以数字化改革助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改革助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记者记者 戴绯绯戴绯绯 通讯员通讯员 顾晔昀顾晔昀 夏竞舟夏竞舟

跑道一跑道一：：数字赋能数字赋能，，农业高质高效农业高质高效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曹桥

街道，有一条“碳为观智·桨领风华”美丽乡村精品

线，其以“低碳运动、乡村数智”为特色，依托曹桥街

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产业优势，串联了

活力赛艇沈家浜、低碳乡风丁店桥、南戏文化墙楼

浜等5个精品自然村落，实现了千年水乡古村和动

感赛艇运动相得益彰，积极打造长三角具有影响力

的运动休闲旅游目的地。未来，也将实现强村富民

的经济效应、低碳环保的生态效应和农村善治的民

生效应，推进曹桥乡村新时代新风貌的整体构建，

形成乡村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本。

在每一个乡村宜居宜业的背后，是数字化改

革牵引下乡村振兴迸发的蓬勃力量。回首过往，

平湖数字乡村建设一直风劲蹄疾、步履铿锵。

近年来，数字引领乡村治理“智治”成效日益

彰显。全面推广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应用和“红船

云”智慧党建系统，实现党员管理、党员教育、党组

织活动线上化率 100%。网上公布政务服务事项

2431个，在线办理率达97%，“一网通办“办件率达

97.33%。全市113个村社区全部设立了便民服务

点，实现市镇两级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区全

覆盖，方便群众不受时限就近办。“善治宝”应用，

创新“股份分红+善治积分”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

积分规则，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

善治；“雪亮工程”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行

政村全覆盖；“十情图”社会治理一张图辅助提升

基层综合治理水平。灾害洞察和智慧应用系统完

成多次暴雨、内涝灾害监测预警。特别是台风“烟

花”期间，精准预警内涝风险点位17个，实现城市

零受淹，经济损失降低了 46.5%，有效保障了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善治宝”应用、“智能垃圾分

类监测管理系统”等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测，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达92.6%，资源化利用率

和无害化处理率实现100%。

农业“智”变，乡村“智”治。数字助力乡村服

务，数字生活更加高效。金平湖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中心为 1000余名特殊老年人免费发放智能看

护产品并 24小时后台看护。“增财实学”应用，实

现“学历+技能”双提升教育一站式精准服务，实现

技能证书“一证多用、全省通兑”，落实个人补贴机

制，激发了市民参与双提升的积极性。农村中小

学实现“三个课堂”应用落地，3个案例入围浙江省

“互联网+义务教育”专题案例。“精平扶”困难群体

精准帮扶应用实现困难群众精准画像，让困难群

众申请救助更便捷，救助结果可感可知；“智慧救

助系统”在全省率先建成我市大救助共享数据池，

实现精准救助并主动预警潜在救助对象，予以提

前介入救助。全市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全覆

盖，共开展互联网咨询 1704例。医共体成员单位

均建立了“医共体云诊室”，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推进“互联网+”人社服务，共发行电子

社保卡 54.5万人次，覆盖总人口率达 71%。通过

社保卡金融账户发放的财政资金达 3亿元，推动

政府各类待遇补贴发放至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开展长三角宣传部

门交流协作平台网络安全作品进校园等，广泛向

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文化。

跑道二：数字助力，乡村宜居宜业

“大番茄一篮五斤 18元、无花果果干三包 25
元……”在平湖市数字乡村体验馆的农副产品交易

展示屏上，农产品线上交易的时间、产品名称、销售

平台、销售额一目了然。这些交易订单都依托“本

家鲜”电商平台来完成。为解决农产品线上销售难

题，我市将农业数字化覆盖到农产品销售环节，创

新开发“本家鲜”特色应用场景，“小投入大回报”，

一站式解决农户客源少、开店难、销售渠道单一等

问题。“平湖的哪种农产品销量好，哪个农场更受人

喜欢，都能通过数据一键知道。”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在“本家鲜”小程序上，都是本地基

地直采的商品。平湖不断推进农业数字化发展，努

力为农户打通产销一体化渠道，让市民足不出户就

能买到刚刚从田里采摘的“金平湖”品牌农产品。

如此一来，农户们的钱袋子“鼓”了，居民的日常买

菜也变得更加便利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

间曾存在众多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小程序“本家

鲜”电商平台，居家隔离或者不便出门的居民朋友

也能够顺利买到必要的生活物资，电商平台在抗击

疫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数字赋能，拉近了农户与买家的时空距离，填

平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也有利于建立从生

产到流通的全过程数字化体系。目前，我市还投

入省以及地方财政资金1900万元，建立“金平湖”

农产品智慧物流中心，与当地基地开展合作80家

以上，项目辐射至浙江松阳、青田，以及新疆沙雅、

四川茂县等对口支援地区，打造了山海协作飞地

经济新模式，去年销售额达 1.6亿元，产业共富之

路越走越宽广。

接下来，平湖还将从实际出发，聚力打造“1+
8+N”共富体，抓住资源关键要素，组建市级强村公

司，谋划“抱团富”应用场景，全方位盘活土地、农

房、乡村劳务、文旅景观等优质资源，实现聚变共

富中资源的共建共享。今年，我市重点推进开发

“抱团富”和“稻米产业大脑+未来农场”两个新增

应用。“抱团富”主要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

为切入口，聚焦强村富民综合集成改革，盘活土

地、农房、资金、劳力等要素资源，集成创新村富带

民富多种“抱团”共富模式，实现村富带民富共赢

增收。“稻米产业大脑+未来农场”以未来农场建设

为小切口，加快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推动实施

“米香”振兴计划，实现粮食绿色种植、稳产增产、

稻米优质优价，打造“金平湖”稻米品牌大目标。

在数字化改革引领下，平湖将沿着“数智农业”跃

升发展的系统底图，迭代农业“最强大脑”，优化平

湖特色应用场景，努力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

跑道三：数字引领，农民富裕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