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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力力干干好好““三三个个年年””
奋奋力力开开创创新新局局面面

县域纵横·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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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施肥、喷农药等农业生产作业用手机就
能一键操作；净化、消毒、巡检等工作用智慧水务
平台就能一网通揽；投喂、控温、供氧等功能登录
渔业养殖可视化平台就能实现一屏管理。

时下，数字化乡村建设在汉阴县悄然兴起，当
地群众搭上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好”的智慧
“数字”快车，一幅数字兴村、智慧富农的新画卷正
徐徐展开。

“科技绿”赋能“小青苗”

临近秋分， 步入汉阴县涧池镇紫云村的智慧
蔬菜大棚，新栽植的幼苗成行连片，技术员李冬正
在手机端操作智能卷膜机降下“保温被”。

“过去凭力气，如今靠科技。 今天早上下了场
雨， 系统提醒棚内温度偏低， 几十个棚要同时降
帘，我一个人一部手机几分钟就完成了，苗子冻不
着，长得才壮实。 ”提起智慧大棚种植，李冬就打开
了话匣子：“不光是卷帘，现如今施肥、喷洒农药这
些原本耗时费力的环节， 现在都不再需要人工完
成。 ”

据悉，该智慧大棚运用智能化数字农业系统、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农田里安
装了气象监测、土壤养分实时监测、自动化喷淋、
水肥一体化、自动卷膜、温湿度控制等设备，实现
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实时监控。

“过去靠人力，现在靠算力。 通过农业物联网
传递水分、温度、肥率等信息到云平台进行智能分
析，针对不同情况，实时预警提醒管理员采取相应
措施。 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消费者可
扫码查看蔬菜生产过程及检测信息， 甚至可认领
一块农田进行‘远程种植’，真正实现‘可视化、可
认领、可溯源’的智能化数字立体农业。 ”汉阴七叶
莲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井波指着
“智慧大屏”介绍道。

不仅如此，该公司农产品的销售也搭上了“数
字快车”，去年仅仅 3 个月，猕猴桃单项的线上销
售额就突破 700 万元，在“拼多多”猕猴桃品类位
列第一。今年该公司还拓展了抖音商城等新渠道，
从西安聘请专业带货主播为自家农产品进行电商
推广，销售额有望突破 1500 万。

“智慧水”浸润“群众心”

“以前一到阴雨天，水就会发黄发浑，群众对
此意见很大。 ”谈起以往的饮用水环境，涧池水厂
技术负责人员吴大秋总有说不完的感慨。现如今，
汉阴县已投用 700 余台智能净水、消毒设备，设备
根据水质、水量自动运行，水质得到大幅提升。

智慧水务平台实现了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
程监管。 吴大秋现在只需要掏出手机登录智慧水
务平台就能够对水源地、水质、水压等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 智慧水务平台的推广和运用，实现了 24

小时监控，有效保障了群众的安全用水。
“涧池水源：有疑似水质异常情况，请尽快前

往排查。 ”一条水质异常预警信息引起了吴大秋的
注意，随即工作人员立刻前往实地溯源，发现原因
竟是一条生猪误入水源地，导致水质异常。 “幸亏
发现及时，能够补救，消除隐患！ ”

在汉阴县，管水员借助智慧水务平台，实现了
常态化监测、管控，这种“人在线、物在线、事在线”
的水务管理模式在汉阴县已初见雏形。

“智慧水务平台涵盖 GIS 地理信息、水务监控
视频等功能，这些实时传回的基础数据，我们公司
按照统一标准集中归纳处理，以数据‘一张图’的
方式为全县水务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据丰水源水
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友浩介绍， 智慧水务
平台不仅可以实现水质的实时监测， 更能通过智
能巡检、漏损管控有效防止水利工程资产的浪费。

现如今， 汉阴百姓喝上了健康甘甜的 “安全
水”，以往波及民生的“老大难”问题在“线上”得到
了高效处理，让治水用水护水拥有了“智慧大脑”。

“冷水鱼”激活“热经济”

在涧池镇军坝村陆基高密度水产养殖基地
内，鱼池依次排列，像一个个硕大的“聚宝盆”。 饲
养员韩开祥抓起一把鱼食，撒进鱼池中，一瞬间，
黑压压的鱼群冒出头来， 争相觅食， 溅起阵阵水
花。

近年来，军坝村锚定产业振兴目标，通过实地
调研探索农业产业新路径，根据乡村资源禀赋，因
地制宜统筹推进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

“我们的鱼池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实时动态
管理和监测， 饲料投喂和增氧都通过控制系统实
现全自动化，一个人就能管理六七个池子，大大降
低了人工成本。 ” 军坝村党支部书记邹吉华介绍
说。

“今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热，水池温度超
过了鱼的生理极限，智慧渔业监测到后，第一时间
发送预警信息， 我们立即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物理
降温系统降低水池温度，避免了重大损失。 ”韩开
祥一边投放鱼食一边说。

据了解， 该村在陆基水产养殖的基础上还开
发了“鱼菜共生”生态种养项目，使传统水产养殖
与无土栽培农耕技术实现完美“牵手”，形成“鱼肥
水—菜净水—水养鱼” 的生态循环系统。 截至目
前，全村发展陆基循环水养殖鱼池 200 个。

军坝村乘着数字经济发展东风， 在做足非粮
化整治文章的同时，让鱼儿“游”进了产量更高的
陆基鱼池。 既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
源利用率，又破解了发展空间之困，让越来越多群
众在数字化、智能化过程中收获更多的真金白银。

（平利县 吴桐 柳从民 王亮 胡潇 方青蕊
陈子帆 巍娜）

当前，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
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推进现代
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成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更是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汉阴，正处在乡村振兴事业的前沿，在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该县积极探索“数字农业”应
用，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汉阴县涧池镇军坝村陆基高密度水产养殖基
地作为安康市规模最大的陆基高密度水产养殖基
地，共有 60 个高位鱼池，养殖体量近 5000 立方米。
今年，基地通过启动“智慧渔业”信息化建设，在鱼
池布放多参数传感器等自动化设备， 实现了自动
投喂、自动增氧、自动监测水质水温、自动视频联
网监测等多种高效自动化功能。 在“数字农业”的
加持下，今年预计投放高端畅销品种鱼苗 8 万尾，
年供鱼量可达 18 万斤， 养殖产值可达 200 万余
元。

新华村张师傅说：“以前屋后的犄角旮旯乱七
八糟， 自从村子启动了渔光互补庭院经济示范村
建设后，为我们这些渔民找到了新的出路，利用自
家的后院建立起了陆基高位鱼塘，不占地，养鱼还

不少，口袋也一起鼓起来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
通过利用农户房前屋后零碎土地资源建设的

陆基高位鱼塘，以及在光伏发电设施下建设的高位
鱼塘，在新华村共有 200 余个，通过养殖黄辣丁、鮰
鱼、甲鱼等水产，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100 余万元，
极大带动了农户增收，延长了产业链条。

汉阴七叶莲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农产品技术研发、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数字化农业科技公司。该公司
通过搭建智慧化数字农业系统， 在自动化喷淋、无
土栽培、气象监测、土壤养分实时检测等方面，实现
了对种植农产品的精准把控。

该企业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路径，协助
政府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造血帮
扶模式，通过推进农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数字
农业、智慧农业，除发展自有产业外，还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产业，带动规模超 1000 余亩。

“企业会定期组织我们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学
习更多蔬菜种植技术，再由我们把这些技能传授给
农户们，做到培训一人带动一村，极大增强了组织
能力和效力，有力支持了汉阴县乡村振兴事业稳步
向前。 ”涧池镇栋梁村村干部自信地说。

（市直 柯晗 王旭 ）

“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汉阴县把“数字经济”作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以数字赋能，让科技
创新引领农业现代化建设， 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
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汉阴县涧池镇的七叶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了标准化的种植体系与技术规范， 搭建智能
化数字农业系统，打造实时监测、远程控制、数据
采集、数据分析为一体的数字农业平台，这是汉阴
县推进乡村振兴的示范标杆项目， 也是安康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 “双
覆盖”标杆单位。

笔者在七叶莲数字果蔬基地看到，“小农人”
智慧农业课堂大厅中的显示屏十分醒目， 一幅幅
实时动态图可以清楚了解大棚内果蔬的生长现
状。

“我们可以通过大棚智能卷膜系统、智能水肥
一体化系统等系统全天候监测着园内果蔬的温
度、湿度、土壤墒情等数据，对温、光、水、肥等生产
要素进行精准控制， 从而达到对基地内部环境的
统一有效管理，减少人工作业量，全面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 ”七叶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井
波表示，数智化生产能打通“信息孤岛”，解决以往
各生产基地信息不互通、无联动决策、凭经验的行
业痛点问题。

与传统农业园相比，数字果蔬大棚现代感、未
来感十足。 “浇水、施肥、控温、控湿……没想到这

些都能通过手机控制 ， 农业生产还可以这么方
便！ ”在七叶莲科技育苗棚中，一位正在栽苗的农
民不住地感叹。

这里没有传统农业中的尘土和汗水，取而代之
的是现代化种植大棚，各种高科技智慧农业设施让
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漂亮整洁的“展销台”。 一间间
透亮的大棚栽培架上，一棵棵碧绿青翠的上海青、
香菜等蔬菜作物正静静生长，享受着“幸福生活”。

“在过去几个月中，果蔬采摘园迎来了硕果累
累的丰收季，大棚里富硒黄瓜、圣女果、西红柿、辣
椒、贝贝南瓜等果蔬长势喜人，收获满满，也吸引了
大批游客来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 ”该公司负责人
介绍说，去年通过线上与拼多多平台合作，仅猕猴
桃就销售了 700 多万元，是当之无愧的“果王”。

“我们将继续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进一
步整合农业信息资源，加强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
农业科技化、信息化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的有效融合。 ”汉阴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下一步，汉阴县将充分发挥科技赋能对助力乡
村振兴的支撑作用，把农业科技数字化转型工作、
创新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聚焦科技强县，带动农业
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着力提高汉阴县农业产
业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打造“数字汉阴”新
名片，为乡村振兴打牢产业基础。

（紫阳县 储茂银 曾雯 罗婷婷 刘蕾 马昌安
高婷）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近年来，汉阴县抢抓机遇，率先在全市开展数
字建设试点，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提升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让乡村搭乘数字化高速列车。

“在这干活，离家近，方便我照顾孩子，还能学
到很多新的种植技术。 ”在汉阴县涧池镇七叶莲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大棚内，来自涧池镇沙坝村
的龚高竹正在和工友们有条不紊地栽种。

据公司负责人赵井波介绍，七叶莲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扎根汉阴县，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造血式帮扶模式，经过 4 年不懈努力，累计
总分红金额达 545.94 万元。 先后帮扶 13 个村所有
合作农户实现脱贫， 同时还带动周边农业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服务与帮销，带动规模超过 1000 亩，
平均每年可带动周边村民 200 余人。

在园区内可以看到水培、无土栽培、有机栽培
等多种栽培方式的农作物。 “尝试无土栽培开创新
的种植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农作物的质量，缓解土壤
压力，避免连续耕种为土壤带来的一系列负担。 可
以节约不少成本，损失率极低，效果也更好。 ”该公
司管理人员李冬冬介绍。

据了解，该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的种植体系与技
术规范，搭建了智能化数字农业系统，在自动化喷
淋、无土栽培、气象监测、温湿度控制、土壤养分实
时检测、水肥一体化、自动卷膜、农残检测等方面，
均引进了新设备，掌握了前沿操控技术，并严格按
照种植规范进行科学生产。

如果说传统农业收益低是阻碍农民增收的“硌
脚石”， 那么高端农业技术向基层农民推广就是始
终横在农业发展路上的“拦路虎”。数字化农业刚好
可以打破这些壁垒，这也是数字化农业的强项。 科
技育苗、蔬菜种植被简化成了可统计、可测量、可分
解的一个个小工序，人人都可以化身“农业专家”完
成无土栽培、种苗培育等各种农技实操，高端的技
术变得似乎也并不“遥远”了。

“我们基地除了向帮扶镇村提供技术指导，还
会将培育好的种苗交给农户种植，农户的每一份学
识和每一滴汗水都能变为切切实实的收入。 ”园区
负责人赵井波表示。

（岚皋县 陈诚 邵欢 马安妮 李倩）

汉阴搭乘数字助农快车

“数”说汉阴新业态

智慧蔬菜大棚 汉阴县 黄智发 摄

智慧渔业 汉阴县 熊乐 摄

智慧水务平台 汉阴县 黄智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