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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心冲击图记录椅、数智药柜、智能检测仪吗？

在农博会未来乡村展区，记者看到了这些智能化的保健

设备。如今，它们也走进农村，为广大农民群众“把脉问

诊”“开方配药”。

“数智药柜7万多元一台，可全自动运行，农民朋友只

需在显示屏上选择所需药品，便能自动完成购买。此外，

打开手机，扫一扫，添加就诊人后，还能在线问诊，邀请全

国三甲医院的医生坐诊，图文问诊是免费的，视频问诊39

元一次，农民也能享受便利的网络医疗服务。”开发该机器

的浙江燚丰数智医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悦向记者介绍。

摆放在旁边的智护六件套，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在一幢房屋模型旁，摆着燃气报警器、烟感报警器、睡眠

呼吸监护仪、人体红外感应器、4G智能手表、拉绳报警器

等设备。“这些主要是提供给农村孤寡老人使用的。通过

佩戴和在家里安装这些设备，村（社）管理员能在第一时

间发现老人的异常，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中国电信农

业行业经理周逸成说。

周逸成向记者进行了演示，当按下烟感报警器按钮，

在“浙江未来乡村在线”大屏上立马出现了一条警报，显

示事发地、户主、联系方式等信息。“这套设备的应用需要

村庄具有较为完备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少村庄已将其

作为未来乡村建设内容之一，目前在温州、台州、舟山等

地应用较多。”周逸成说。

数智技术为乡村建设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融入了

更多未来元素。目前，我省已建成省级未来乡村275个、

“一老一小”服务场景550个。

尤为可喜的是，各地还积极创新，运用数字赋能村庄

治理。平湖开发了“善治宝”掌上应用，创新“股份分红+

善治积分”乡村治理新模式，在奖励机制激励下，农村垃

圾分类、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等工作不再是“老大难”，农户

参与热情高涨，“村里事”变“家家事”，治理效能大大提

高；建德开发了“建村钉”，建立起“市、镇、村、组、户”五级

管理体系，有效解决基层治理中村民诉求解决慢、村级事

务参与少、信息沟通耗时长等问题……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浙江，乡村建设渐入佳境，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乡风文明愈加和

谐，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绘就。

智慧生活，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郑亚楚/文 蔡希师/摄

“浙江乡村大脑+浙农应用”体系构

架，“浙农码”广泛应用，数字赋能未来乡

村、未来农场建设……在2022浙江农业

博览会上，数字化元素随处可见。

从生产到生活，从农业到从村，广袤

的之江大地正掀起一场深刻的数字化改

革浪潮。数字化已渗透到浙江“三农”各

领域并大放异彩，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智

治”成果已经显现。

数个高密度养殖的圆型水池紧密排列，一

根根水管联结硝化、过滤等处理系统，直达无

土栽培的蔬菜架上，形成水循环。在农博会展

示现场，德清百源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展示了

“鱼菜共生”的植物工厂微缩模型。

德清百源康是我省首批数字农业工厂之

一。“‘鱼菜共生’数字植物工厂采用高科技现

代化种养结合的复合生产方式，水里养鱼，养

鱼的水再输送到多层立体浮床上种植蔬菜，形

成‘鱼菜共生’的氮磷养分循环体系。”公司负

责人袁若楠介绍，“水从鱼池流出，经过十几道

工序处理后，鱼的粪便、残饵通过微生物系统

转化成蔬菜生长所需的养分。蔬菜将养分吸

收，水质被净化后，最终又回到鱼池，继续养

鱼。这一种养模式将工厂化养殖与无土栽培

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一水双用’。”

除了种养模式创新，该植物工厂还蕴含着

不少“黑科技”。“‘鱼菜共生’植物工厂还通过

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实现环境监测、肥水

一体化应用等远程控制，引入高效活性肽浓缩

分离技术，实现蔬菜周年高效连续生产，并保

证蔬菜的质量和规格。”袁若楠告诉记者。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工厂管理更轻松，

产能不断攀升。“现在，6200 平方米的工厂只

需1个技术人员和5个工人管理，开闸、放水等

管理环节，只需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完成。”袁若

楠说，“一个25平方米水池，效益相当于一亩

普通鱼塘。工厂年可产蔬菜25万公斤、淡水

鱼10万公斤，同时，还能在池水中提取小分子

活性肽，经过加工后销售，亩均产值可达 500

万元。”

不只是农产品生产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

农业生产设施也越来越智慧。在农博会机械

强农展区，记者观摩了长兴县吕山乡胥仓村的

“智慧田园驾驶舱”。展示大屏幕上，稻田生

产、加工、产品检测等过程一目了然。去年，该

项目刚刚完成初步的数字化建设，计划打造成

一个集水稻加工、农旅融合、产学研相结合的

水稻全产业链发展中心。

“这个平台规划农田面积 4407 亩。建成

后，可全程监测水稻生长、农田小气候、病虫害

等。以前，农户种田看天气，现在只需看屏幕，

就一目了然。”平台建设单位浙江托普云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陆路凯说，“通过该

平台，不仅吕山乡的抛荒地得到充分利用，而

且种出的稻米品质好，注册了‘胥仓大米’‘吕

山稻虾米’等大米品牌，销路更宽了，种粮效益

明显提高。”

借数字化“东风”，如今的之江田野上，千

兆光网、5G、移动物联网等已成为现代农业生

产的标配，数字触角抵达田间地头，农业生产

“科技范”越来越足。目前，全省已建成数字农

业工厂 278 家，建成更高标准的未来农场 20

家。

数字变革，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步入数字兴农展区，一块块蓝色的智慧大屏令人目

不暇接，其中由16块显示屏组成的“浙江乡村大脑2.0”尤

为引人瞩目。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浙江乡村大脑”

日均点击量超 120 万次，“浙农码”累计赋码用码超 1 亿

次，累计归集“三农”数据约24亿条。

“‘浙江乡村大脑’以‘大脑+应用’为主体框架，集成

‘浙农优品’‘浙里未来乡村在线’‘浙农富裕’‘浙农经管’

‘浙农田’等18个‘浙农’系列应用。”讲解员介绍，在地方

场景方面，目前已接入60余个地方特色应用，几乎覆盖

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每一个行业。”

2021年以来，我省农业农村系统聚焦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三条“跑道”，积极构建“浙

江乡村大脑+浙农系列应用”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框架体

系，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蹄疾步稳，铿锵有力，取得显著

成效。“浙江乡村大脑”入选省数字化改革“最强大脑”，

“浙渔安”等4个应用获评最佳应用。

搭上数字化列车，浙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驶上了

“快车道”。“浙农优品”构建了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全

流程服务管理，在全国率先实行肥药实名制购买，开展肥

药“进销用回”闭环管理服务，日均访问量达31万余次；

“浙农牧”全面贯通“浙食链”，集成生产、防疫等核心指

标，实现了管理到舍到批次，调运备案、省际报验、屠宰查

验等追溯闭环，帮助主体实现精细管理；“浙渔安”成为全

国唯一的渔船渔港精密智控建设试点，在去年5次台风、

7次寒潮防御过程中，精准指挥36万艘（次）渔船安全返

港，实现零伤亡……

“2023年，我们将继续迭代升级‘浙江乡村大脑’，编

制产业图层等数据标准，加快‘浙农’系列应用研发推广，

拓展‘浙农码’码上预警、码上追溯等功能，打造高频用码

场景。”省农业农村厅数字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

迭代升级，数字应用亮点纷呈

数字兴农奏强音
——从农博会看浙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特别报道之二

““浙江乡村大脑浙江乡村大脑””应用在数字兴农展区展示应用在数字兴农展区展示。。

参观者正在体验数智药柜参观者正在体验数智药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