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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粮食生产实现“三增”

“浙”里乡村更智慧
——回眸浙江农业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化改革这一年

□本报记者 裘云峰

“看一下今年我有多少善治积分？

能拿到多少分红？”临近年底，平湖市新

仓镇中华村村民龚泉奎拿出手机，点开

“善治宝”微信小程序，轻松查到了自己

今年的积分。今年5月，平湖市全面推广

“善治宝”平台，目前已实现全市72个村

全覆盖，录入家庭6.8万户，注册人数5.9

万人。通过“善治宝”不仅可以查询积

分、申请善治贷款、预约家宴中心，还能

查询村“三务”情况、申领种粮补贴，村民

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智能”。

作为数字经济的先行地，浙江数字

乡村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年以

来，省农业农村厅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数

字化改革大会决策部署，以数字化改革

为引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努力打造具

有浙江三农辨识度的“金名片”，为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先行省聚力赋能。

这一年，尽锐出战，“浙江乡村大脑”

蔚然成形。省农业农村厅数字化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应运而生，数字三农改革专

班迅速组建，由厅长亲自挂帅，分管厅领

导担纲领衔，构建“业务牵头单位+数字

三农改革专班+技术开发公司”的“1+1+

1”工作机制、领导挂帅挂图作战机制、

“日碰头、周例会、旬督查、月总结”的运

行制度和数字化改革项目专家评审把关

机制，确保数字三农改革加速推进。着

力打造以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为基

础，覆盖全省、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浙

江乡村大脑”系统构架。目前，已完善建

立农业资源、主体人才、美丽乡村、技术

装备等10大专题数据库，数据资源目录

编目 1035 个，累计归集数据 12.87 亿条；

构建农村承包地、粮食生产功能区、农业

主体等全域地图图层62张，覆盖农业生

产用地1773.82万亩，有力支撑三农全领

域、全主体、全周期数字化改革。

这一年，谋篇共建，“浙农”系列多跨

场景应用亮点纷呈。聚焦当前三农工作

中最紧迫最现实的重点领域，对准跑道，

按照“顶层设计-增量开发-迭代升级”的

推进模式，谋划开发“14+2”个“浙农”系

列多跨场景应用。目前，浙农经管、浙农

牧、浙农优品、浙渔安、浙里乡伴、浙农富

裕、浙农码等应用上架“浙政钉”“浙里

办”。“浙农富裕”围绕扩中提低、缩小三

大差距等目标，谋划开发产业、就业、活

权、强村、赋能、帮扶等6个促富一件事，

并接入9个地方特色场景，打通民政、人

社、文旅、妇联等 20 多个部门 208 项数

据，构建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等 7

项创新机制。其中，“帮扶促富一件事”

实现全省低收入农户帮扶对象全覆盖、

帮扶流程全链条、帮扶服务全方位、帮扶

监测全闭环，归集全省低收入农户 48.2

万户、72.92 万人的数据，形成低收入农

户幸福清单和主体画像，日均访问量超

1 万人次，三次成为“浙里办”月度热门

服务。“浙农牧”聚焦增产保供、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目标，

构建“畜牧产业大脑+未来牧场”系统构

架，迭代开发养殖生产、动物防疫、调运

流通、屠宰管理等8个场景，打通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等8个部门27项数据，目前

已有 3.04 万用户，日活跃度 2 万次以上,

日均检疫签证 1.8 万单、推送“浙食链”

1.5万单。“浙渔安”在9月16日上线测试

版的基础上，迭代开发渔船防碰撞全过

程监管、重点渔船监管、船员不安全作业

行为动态监管、渔业防台及敏感水域管

控、事故险情高效处置救援等 5 个子场

景，目前共有 800 余艘渔船安装使用。

“浙农优品”围绕肥药购买、定额施用、质

量安全、一品一标、产销对接、农废回收

等全环节业务流和数据流，通过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的优质农产品生产管理服务

应用，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发

展。现已有 86 个县（市、区）使用，1251

家试点农资店、1.04 万家经营主体上图

入库，在线开具农产品合格证 735.7 万

张。“浙农经管”围绕村社资产管理和财

务运行阳光公开等目标，开发“三务”阳

光公开、财务审批在线、资产经营增值等

场景，目前已有 1.8 万个村上线应用，财

务在线审批47万笔，在“浙里办”日活跃

度排名中居前三，与省纪委小微权力系

统对接贯通，为清廉村居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这一年，系统联动，试点建设如火如

荼。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开展多跨场景应

用“先行先试”，筛选确定了86个县（市、

区）承接159个场景应用建设，组织开展

21 类三农主体数据采集，推进数据共建

共享。在承接好规定动作的同时，鼓励

基层创新开展特色场景开发。椒江“渔

省心”成为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德

清县基本公共服务落地“五四未来乡村”

成为数字社会第二批最佳应用，临安山

核桃产业大脑、椒江“渔省心”等21个地

方特色应用被评为浙江农业农村第一批

“优秀应用”。嘉兴“种粮宝”、淳安“来料

加工一件事”成为数字政府“一地创新、

全省共享”试点项目，龙游、嵊州“农耕地

监管及增产服务”，象山、温州、舟山“出

海船舶安全”成为第二批数字孪生应用

试点，江山“滴滴农机”获浙江数据开放

创新应用大赛三等奖，安吉白茶生产服

务应用、生猪全产业链典型企业等入选

全省数字赋能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典型企

业和平台。德清、临安、平湖、慈溪4个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县通过阶段性评估，萧

山区等21个县（市、区）列入第二批省级

数字乡村试点县。16个县启动三农新型

基础设施试点县项目，围绕建设数字乡

村应用服务体系、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

系、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等，以生产经营

数字化改造为核心，着力推进 5G、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累计

总投资约7亿元。截至今年10月，全省已

完成农村5G基站建设2.3万个，实现行政

村4G和光纤全覆盖，重点乡镇5G基本实

现全覆盖。同时，启动数字农业工厂“三

个一百”（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各100个）

试点建设行动。如德清水木蔬菜工厂将

先进技术融入生产管理、产品营销、质量

控制、生态保护等环节，年产番茄200万

公斤，效率是传统大田的30倍；桐乡华腾

牧业有限公司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

物耳标、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更安全、高

产能、全自动的养殖环境，省工80%、节水

60%。

年 终 特 稿

□浙江日报记者

陆乐 祝梅

本报讯 10 日 上

午，中共浙江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

牌仪式在杭举行。省委

副书记黄建发、省政府

副省长徐文光为“中共

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揭牌。

挂牌仪式结束后，

黄建发主持召开三农工

作务虚会。会上，省委

农办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我省农业农村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及明年三农

工作总体谋划情况。

黄建发充分肯定我

省三农工作取得的成

绩。他指出，三农工作

是一个“慢变量”，需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也

是一个“大变量”，在党

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具有

重要地位；又是一个“原

变量”，具有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牛鼻子”作用。

面向未来，省委农办要

加快实现从专业部门向

综合部门、从局部攻坚

向整体突破、从传统观

念向现代理念、从碎片

化向系统集成、从惯性

思维向自我革命、从被

动学习向生成性学习、

从单打独斗向高效协同

转变。

黄建发强调，要在

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推进

乡村振兴，持续提升农

民创业就业能力，推动

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

织、产业组织重塑，总结

推广共富联盟等好做法

好经验，加快低收入农

户增收，扩大农民农村

共富新优势。要推进一

批标志性改革，打造三

农突破性新抓手，实施

农业“双强”行动，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探索构建乡

村规划建设体系，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

革，完善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要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坚持多跨融合、打造小

切口应用、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实现举措集成、业务集

成、效果集成。

黄建发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

会精神，深入开展“六讲六做”大宣讲活动，落实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农办建

设，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新时代党全面

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12 月 7 日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雪。长兴县夹

浦镇丁新村联合

鼎 甲 桥 中 心 小

学，组织小学生

来到夹浦镇太平

桥年糕作坊，感

受当地“大雪”节

气的传统习俗。

图为手艺人正在

向鼎甲桥中心小

学的民族学生们

展示传统手工打

年糕工艺。

谭云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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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两个“瓜”卖了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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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当“保姆” 荒地变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