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八月，骄阳似火。走进广元市青川
县沙州镇青坪村“白叶一号”基地，错落
生长在梯田上的茶苗生机盎然，田埂上
矗立的监控摄像头、土壤墒情传感器等
数字化设备，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守
护着葱郁的茶园。

“地块中监控土壤温湿度、氮磷钾
含量等传感设备，是我们利用5G、物联
网、云计算等技术搭建‘白叶一号’数字
驾驶舱。”青川县茶产业事务中心主任
马浩强介绍，借助数字驾驶舱，可以对

“白叶一号”茶叶基地茶田实施远程动
态监控，并将空气湿度、氮磷钾含量等
茶叶生长环境数据实时传输到大屏幕
上，一旦某项指标出现异常，系统会自
动向负责该地块的网格员发送管护信
息，提醒其开展管护。

“数字驾驶舱有利于将传统农业生
产模式，转变为高产、高效、低耗、优质、生
态和安全的智慧农业模式。”马浩强说。

数字化管理
实现从“种活”到“种好”

2018年，浙江安吉黄杜村捐赠
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青川县是受捐地之一。540万株茶

苗来到青川“安家落户”，共建成受捐基
地1517亩。通过受捐茶苗带动，如今
青川“白叶一号”茶园规模已经达到
5318亩，2022年底将达到7000亩。盛
产后，干茶年产值将达到1.4亿元，直接
带动900余户35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致富。

“由于青川的气候、土壤跟安吉不
一样，一开始经历了很多磨合。”马浩强
说，以前，青川县茶产业以种植、生产绿
茶为主，对“白叶一号”特性掌握不足，
安吉县虽然组建了专家队伍进行专业
化指导，但两地相隔1700余公里，专家
往返路途遥远、及时精准指导难，当遇
到种植、管护、加工等方面突发状况时，
专家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研判，
不利于茶叶及时精确管护。

2021年，以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为
契机，广元市青川县、杭州市西湖区投
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50万元，在青坪村

“白叶一号”基地选取了180亩地，试点
开展数字化种植管护试点工作，打造

“白叶一号”数字驾驶舱。
数字驾驶舱由气象监测设备、氮磷

钾监测设备、土壤监测设备、任务总览、
实时农事以及溯源示范区信息六大部
分组成，通过采集茶叶生长环境数据，可
以生成关于围绕青川“白叶一号”的定制

化设计，精准管护，让茶苗长得更好。
“‘白叶一号’白化期转绿与海拔、温

度、湿度关系较大，需继续加强肥水管
理，具体方法为……”屏幕右侧，一条由
中茶所专家推送的农事任务发送到了网
格员的手机，为焦心茶苗长势的网格员
们带来了便利。据了解，通过数字驾驶
舱，浙川两地专家在“云上”便可看到“白
叶一号”管护情况，需要做什么，专家们
可以及时给予指导，而后系统“大脑”也
会自动直接“派单”给网格员和种植户。

数字化赋能
打造东西部协作数字乡村示范样本

“种植端的数字化管护只是青川白
茶‘数字化’的第一步。我们正在对部
分加工厂进行数字化赋能，实现生产端
和销售端的数字化。”马浩强说。

在鲜叶采摘标准化程度、加工温控
等方面，数字驾驶舱可实现浙江、青川
技术员实时查看和数据共享，根据工作
现状及时调控技术参数，避免因采摘、
加工技术不规范导致茶叶品质下降等
因素。

在产品销售方面，采用数字驾驶舱
自动数据采集技术及全程视频监控系
统，将茶叶原料的生长、加工、储藏及零
售等供应链环节的管理对象进行唯一

标识及视频记录，并相互链接，消费者
可通过产品生产二维码清晰看到整个过
程，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同时利用
线上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白茶产品在
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

马浩强表示，未来，将实现以“白叶
一号”数字驾驶舱为中枢，综合集成数
字生态茶园、品牌综合保护、产业公共
服务、全产业链监管和茶村共同富裕等
五大业务应用模块，实现青川“白叶一
号”品牌品质提升，打造东西部协作数
字乡村领域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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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参赛
百万大奖等你来

本次大赛免收报名费。参赛者可
通过大赛官网（https：//www.scde.cn）或
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并按官网提
示上传提交作品。期待你的参与！

数字赋能让蛋鸡养殖更“智慧”
养殖技术员人均养12万只鸡，效率比传统模式高3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 梁家旗

8月4日上午8点，乐山市夹江县吴
场镇一蛋鸡养殖园内，工人宋大明刚完
成全身消杀，正走向他负责的育雏区
舍，开始照料5万只雏鸡的工作。

比起工人众多的传统养殖场，这个
园区内却少见工人走动。记者了解到，
该园区正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蛋鸡养殖，
养殖技术员人均能管理12万只蛋鸡，
养殖效率比传统方式高了3倍左右。

目前，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报名正在进行中，面向全社会征集数字
乡村建设优秀方案。该园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正着手以园区的数字化建设为
主题准备作品报名参赛。

人“养”设备设备养鸡
数字化让养殖效率提高3倍

8月4日上午8点，宋大明在完成全
身消杀后，走向他负责的育雏区2号鸡
舍，开始照料5万只雏鸡。其间，运粮车
经过他身边，将饲料运进育雏区。宋大
明指着车和前方的料塔介绍，“这个鸡
舍中的小鸡一天要吃3至4吨饲料，过
去要人工把饲料一袋袋扛进料桶。现
在饲料车直接把饲料倒进料塔里，到时
间设备自动就喂了。”

宋大明今年56岁，从事蛋鸡养殖
已是第八个年头，先后经历了传统和现
代两种养殖模式。“传统养殖场养5万只
雏鸡要配4个人，而我们园区只配1个
人就能轻松管下来。”宋大明笑着说，算
下来，光是人员方面，数字化就让养殖
效率提高了3倍。

鸡苗在育雏区培育约3个月后，就
会转移至蛋鸡区。30岁的夏元培负责

成鸡区的一栋鸡舍，“我一个人要管一
栋鸡舍、12万只蛋鸡。”他说。

夏元培介绍，现代化鸡舍其实是通
过人“养”设备、设备养鸡的模式运作。
转几个旋钮，预先设定好程序，机器就
能自动完成一批鸡的饲养，工作强度并
不大。养殖人员从繁复的基础操作中
解放出来，重点是关注整体养殖环境和
鸡群状态。

作为园区内较年轻的员工，夏元培
面对的数字化工作内容要多一些。每
天，他需要通过园区自研的数字蛋鸡
APP监测分管的鸡舍。对数字化养殖，
他的感受也更深一些，“数字化是所有
行业的趋势，包括养殖行业。数据能反
映现象背后的问题，也能帮助我们沉淀
经验，从而去预判未来，提前做准备。”

打造粪污综合处理中心
探索解决养殖业排污难题

当日，正赶上园区隔天一次的鸡粪

处理，宋大明和夏元培都要忙一些。通
过机器一键除粪、运输后，园区内的养
殖粪便将转运到5公里以外的处理中
心，和秸秆等辅料一同加工成有机肥。
这，是园区正在探索解决养殖行业的排
污处理难题。

据四川省畜牧业协会蛋鸡产业链
分会数据，四川蛋鸡存栏共有3500万
羽左右，其中乐山约1000万羽，占比近
30%，在四川蛋鸡养殖产业中地位举足
轻重。“许多养殖场还采取的是传统养
殖方式，需要在排污处理上加以改善。”
园区运营公司四川厚全生态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瑛说。

当前，该公司正在和当地政府积极
对接，共同打造粪污综合处理中心，同
时处理养殖业的粪污和农业的秸秆，制
成有机肥反哺种植业，解决长期使用化
肥造成土壤贫瘠、土壤板结的问题，实
现种养循环、生态可持续发展。在园区
的影响带动下，当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新高。

生产全流程可视可控
让蛋鸡养殖“看得见”

当日上午，园区的输蛋线照常启
动，当日新产下的鸡蛋经自动化生产
线输送、分拣后，进入后续包装和销售
环节。这一切，都被数字系统指挥和
记录着。

郑瑛透露，凭借数字技术赋能，该
示范园已经是四川存栏规模居前的蛋
鸡养殖场。“我们要把传统的农业再做
一遍，做成工业化、智慧化、现代化的数
字农业。将全生产流程数字化，及时采
集和录入数据，让农业生产‘看得见’。
数据经归纳、研究后，再帮助经营者做
决策，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蒙头干、‘看天
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郑瑛总结。据
了解，园区探索实践后，将尝试把这套
数字养殖模式推广至当地更多的蛋鸡
养殖场。

事实上，不止乐山市夹江县吴场
镇，全国许多村镇都在探索用数字技术
迭代当地产业。而6月24日首届数字
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也为各村
镇的数字乡村建设带来新契机。目前，
大赛仍在火热报名中。据悉，此次参赛
者需选择国内任一村落，以与乡村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场景为背
景，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创新设计。

大赛作品征集评选分为启动、征
集、初赛、决赛、颁奖五个阶段，作品征
集8月24日截止。本次大赛奖金总额
高达100万元，单项作品设计者或团队
最高可获得30万元现金大奖。

利用5G、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起数字驾驶舱

“数字管家”助力青川白茶精准管护

8月4日，夏元培和另一养殖人员在检查当日生产的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