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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长出“高精尖”

数字化建设如何擦亮成都农业金字招牌？

华西都市报讯（胡智 杨晓
彤 记者 陈远扬）“如何规避征地
拆迁中的廉政风险？如何约束工
作人员不出现收受红包、烟酒等
问题？……”1月28日，成都东
部新区石板凳街道召开述责述
廉大会，多名干部走上“考场”
进行集中述责述廉，现场接受
质询提问和民主评议。

一针见血的现场询问，让台
上述职人感觉“红脸出汗”，而这
样“辣味”十足的质询提问，贯穿

了整场大会。“今天，作为述责述
廉对象更像是经历了一场‘大
考’。”会后，桐子坳社区党委书记
李金辉说，将把述责述廉评议成
果聚焦到社区发展的总目标上
来，落实落细到工作中。

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
工委书记雷刚表示，下一步将
强化述责述廉结果的运用，进
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述责述廉“辣味”十足

每一头猪都有专属“身份证”，扫码就
能看到它的所有信息；躺在沙发上，打开
手机就能完成田间灌溉与收割；最新的农
业信息、政策解读、面对面的专家指导，以
及农产品的产销都能在数字信息之间全
部完成……

为了让这些看似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变现并推广，成都近年来出台的《成都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信
息化的意见（试行）》《成都市农业信息化
发展规划(2016－2025)》等文件，以及在编
的《成 都 市 数 字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规 划
（2020-2025年）》等，已基本确定成都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农业产业数
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四川）的建设发展契
机之下，成都接下来又会如何加快发展数
字农业，为农业赋能，实现弯道超车呢？

手机上种田
智慧农场养出“熊猫猪”“熊猫鸡”

1月28日，冬日暖阳下，几台无人机
从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永兴村的智慧农
业产业园里飞过，完成喷洒等作业。在田
间另一头，一位农民拿着手机一边查看作
物长势，一边根据系统提醒和经验判断，
确认灌溉或施肥……

据大邑县农业农村局消息，这处产业
园是2017年投资建设，是国家大田数字
农业试点项目的承载区，也是大邑县现代
农业（粮食产业）园区核心区之一，建设面
积1.5万亩，辐射带动面积10万亩。

通过一套“润地吉时雨”的数字农业
综合服务平台，可以智能控制田间的耕、
种、防、收等环节，不仅改变了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耕生活，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能
在手机APP实现种田。

“几年前来到大邑，在当地办了标准
化养鸡场。”四川省康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总说，他们投资建设的这个存栏量

可达40万只的鸡场，占地面积60亩，每年
能向社会提供无公害鸡蛋8000吨，但偌
大的场区只需要几个工作人员就能搞定。

与智能鸡场一样，位于邛崃的四川微
牧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打造了智能养猪场，
这里是全国唯一“雅南猪原种场”、四川省
遗传资源雅南猪保护场、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全程控制追溯体系试点企业等。在
这里长大的猪，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可溯源

“身份证”，生活环境也充满科技，有光照、
温度、湿度控制器，有自动饲喂系统等。
猪和鸡的生活环境堪比大熊猫，被不少网
友称为“熊猫猪”、“熊猫鸡”。

多项措施政策护航
确定成都数字农业农村发展顶层设计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成都市
多年深入推进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两化融

合、信息消费，积淀了丰富的涉农数据资
源。2019年底，成都全市已建成人口、地
理空间、征信等基础数据库，构建教育文
化、工业农业、安全生产、生活服务、资源能
源等专题数据集1094个，搭建成都市公共
数据开发平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目前成都全市农业系统共建成投入运
营有“成都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溯
源平台”、“成都智慧动监信息平台”等平
台。农村集体“三资”系统已将全市20个
区（市）县和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东部新
区纳入系统管理。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监测
评价系统对全市农业发展进行实时监测分
析，定期形成报告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为了进一步推进智慧农业的发展，成
都先后出台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信息化的意见（试
行）》、《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6－2025）》、《成都市促进大数据发
展专项政策》、《农业物联网平台建设要
求》和《农业物联网平台基础信息采集要
求》等系列文件，目前正在编制《成都市数
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20-2025 年）》
和配套的实施意见，基本确定了成都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农业产业数

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成都全市行政村光纤覆盖率、

无线通信网络覆盖率 100%。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计算机应用率、网络
覆盖率、从业人员智能手机覆盖率等指标
均达到99%以上。

从2014年到2020年，成都累计投入
专项资金6000多万元，引导社会资金投
入 9000 多万元，建成温江区、邛崃市两
个农业物联网基地示范县，建成金堂正
鑫、邛崃微牧、温江惠美等70余个农业物
联网示范基地，涵盖粮油、蔬菜、生猪和水
果等主导产业。

数据赋能
提升智慧农业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针对智慧农业的推进发展，成都市农
业农村局进行了系统分析。从当前的建
设成果来看，农业数据资源仍比较分散，
在数据标准化技术和数据共享技术方面
解决方案有短板。同时，成都全市农业生
产环节的智能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现
有农业物联网示范企业（基地）在精准实
现环境可测、生产可控、质量可溯等方面
推广成效不足，更重要的是缺乏数字农业
农村的人才。

接下来，为破解智慧农业发展难题，
助力传统农业升级转型，实现弯道超车，
成都还将进一步构建智慧农业数据体系，
建立农业农村数据观测与采集网络，建设

“天府号”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推进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
农业生产及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推进建设成都市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建设汇聚农业基础数据、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生产资料、市场流通、检验检疫等
农业农村全领域数据的大数据云平台，提
升农业农村大数据在产销对接、产业升
级、科学决策中数据支撑、数据驱动、数据
决策作用。加强新技术、新科技在农业方
面应用，提升农业的智能化水平。

此外，还将充分应用大数据和移动互
联技术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从2014年到2020年，成
都累计投入专项资金6000多
万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9000
多万元，建成温江区、邛崃市两
个农业物联网基地示范县，建
成金堂正鑫、邛崃微牧、温江惠
美等70余个农业物联网示范
基地，涵盖粮油、蔬菜、生猪和
水果等主导产业。

192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市文家市镇
大成村的甘厚美老人，与秋收起义“同龄”，
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讲述秋收起义的故事。

大寒时节，万物蛰藏，文家市镇的秋
收广场愈显庄严肃穆。广场东南方，以工
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万里长城、毛泽东
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为主要元素的

“光辉起点”红旗雕塑异常醒目，展示着这
个湘赣边乡镇的红色基因。

1927年，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中共中
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走上独立自
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之路，
并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
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工
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
5000余人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起
义，计划从三个方向合攻长沙城。然而，因
敌强我弱，各路起义进攻受挫，起义部队人
数锐减至1500余人。时任湖南省委前敌

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于9月17
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集中。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
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
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

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
山脉向南转移。从此，中国革命踏上“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
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
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
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作为秋收起义会
师地，文家市镇有着光
荣的革命历史。如今，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文
家市老区群众正走在乡
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从小接触红色文
化，甘厚美1948年踏上
革命道路。在解放战争
中，他立下一等功1次、
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
次。退伍后，甘厚美在

文家市搬运队、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
馆、文家市煤矿等基层单位默默奉献。

“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很多老党
员、老战士都牺牲了，绝不能忘了他们对中
国革命作出的英勇贡献。”甘厚美时常教导
儿孙，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不忘来时路。

据新华社

数字天府新动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从此，星火燎原——带你走进秋收起义会师地文家市

数字农业正在变现并推广。

智能养鸡场里的“熊猫鸡”。

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广场红
旗雕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