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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次参赛作品大部分是以村为
实施单位，我觉得很好，有利于落地。”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决赛评委
宋灵恩说。

同时宋灵恩表示，是否都要求相关

村来搭建（数字化）平台，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村这一级，无论
是技术力量、资金实力，还是平台设计
方案、后期运维，想要支撑相关（数字
化）方案的实现，难度会比较大。”

“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众多理念和方案”

9月13日，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决赛结果出炉，共有36件作品获奖。本次大赛评选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
评审专家根据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进行了评选，同时也就本次大赛及参赛作品进行了专业点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宋灵恩：

多数作品以村为实施单位有利落地

“我认为，数字乡村非常需要基于
乡村振兴底层逻辑的整体解决方案和
系统性的集成创新设计。”周伦理说，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只有实现政策集成、模式集成和技
术集成，才能真正实现数字乡村，这需
要多维度协同及交叉融合。

“目前的参赛作品或一些实践案
例，还较为碎片化，希望更多的团队
协同作战、精准发力，充分把这些作
品中的精华聚合起来，系统性地去设
计、落地、验证、优化、升级与示范，从
而形成‘组合拳式’的整体解决方案。”
周伦理说。

四川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周伦理

希望能形成“组合拳式”解决方案

“大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此次比
赛充分展现了数字乡村怎么建设、从
什么方向来建设和数字乡村对生产生
活有怎样的影响。”浙江大学数字农业
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说。

中国乡村地大物博，产业、行业场景

各不相同，有的属于生态环保型，有的属
于资源保护型，还有的属于经济效益
型。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做好数字乡村
建设，何勇说：“建议向生产端进行延伸，
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资源和特色来进行
数字乡村建设，让数字乡村更具活力。”

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

充分利用各地特色进行数字乡村建设

“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数字乡村设
计大赛，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每年都能
办下去。”作为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
赛的评委，徐旭初感受很深。他说，许多
企业、研究院积极参赛，众多市场主体也
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充分反映出农

业农村数字化已经到了风口期。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作品是

聚焦乡村养老。我国比较薄弱的环节
是农民生活数字化，包括教育、养老、
医疗等方面的数字化都更值得关注。”
徐旭初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

养老等农民生活数字化更值得关注

四川智慧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刘卫兵：

大赛对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意义重大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广
泛征集了有特色、有亮点、可推广的数
字化创新案例，正值国家《数字乡村建
设指南》发布之际，值得将大赛经验向
全国推广，让大家借鉴。”评审完决赛作
品后，余德贵对大赛高度评价。他说：

“多数项目设计紧扣新时代背景下数
字赋能乡村发展理念，其中一些‘小而
精’的项目有效解决了产业发展与乡
村治理的数字化难题，产生了较好社

会经济效益，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
余德贵说，较多参赛作品关注乡

村产业数字化，对于乡村社会和环境
的智慧治理、智慧文旅等方面关注较
少，建议突出本地农业农村发展的关
键问题，细化数字乡村建设相关应用
场景的功能需求，强化数字化创新设
计和应用实践，实现相关软件平台和
装备系统的落地。具体可选择无人农
场、数字渔场、低碳牧场等乡村产业。

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乡村研究院院长余德贵：

大赛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

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杨频：

多数参赛作品都有很好的现实基础

“参赛对象广泛覆盖了科研院所
团队、科技企业、高校学生和乡村一线
人员，让作品整体内容层次丰富、形式
多样。”边慧敏说，具体来说，设计作品
覆盖农业大数据、乡村数字治理、智慧
党建、智慧文旅、智慧医疗等多个领
域。其中，农业大数据、智慧文旅领域
的作品比较完备，亮点也颇多。

“农业大数据作品与农业产业结合

紧密，聚焦农特产品公共品牌、产品经
济效益、价值有待提升等问题，提供配
套的数字化服务，有利于提升村集体经
济效益；智慧文旅方面作品设计比较全
面，巧用数字技术挖掘新兴场景，凸显
了乡村生活生产场景与数字技术融合
的优势，很有创新性。同时又有实地考
察和调研基础，有稳定的建设与运营模
式，具有较好的推广性。”边慧敏说。

西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会长边慧敏：

参赛作品整体内容层次丰富形式多样

“在评审会上，我不仅看到了四川
和浙江地区的数字乡村项目方案，还看
到了关于东北、西北一些省区的方案，
大赛覆盖全国，这点做得很好。”西南交
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西南交大交通
建筑与环境设计研究所所长于洋说。

谈到参赛作品的亮点，于洋表示，
一个是部分项目能将在城市或者工业
化系统里面较为普遍使用的信息化技
术运用到乡村中，另一个则是某些方
案能结合不同乡村自身需求、区域特
点，个性化地为其痛点提出解决方法。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于洋：

部分作品能切中、解决乡村切身痛点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鸿：

部分作品精准找到数字乡村热点、难点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型“三农”智库办公室主任、院首席科学家李晓：

参赛作品充分体现创新设计与创新探索

“有些方案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应。可以说，这次数字乡
村创新设计大赛成果丰硕。”韩鸿说，
参赛作品整体水平较高，能够将最新
的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场景相结合，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
能作用，瞄准数字乡村中的热点、难

点、痛点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数字解
决方案。

“（设计师们）基本上能较好理解
数字乡村的内涵，充分发挥网络、数
据、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的作用，对数
字乡村的理解，不同领域的设计也有
一定差别。”韩鸿说。

“此次参赛作品数量多，其中有一
部分作品质量比较高，风格也呈现出
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竞争态势，
较好地体现了各参赛队伍的设计水
平。”作为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初赛评委，李晓如此评价道。

谈到参赛作品的亮点，李晓表示，
主要在于创新设计与创新探索方面。

具体可以总结为四点：一是创新设计
“宽度”无界；二是创新设计“深度”无
限；三是创新设计“高度”顶天；四是创
新设计“适度”立地，充分诠释了“数字
赋能乡村振兴、创新引领智绘未来”的
大赛主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刘旭强 朱珠见习记者 谭羽清

“从决赛来看，参赛作品的建筑设
计不是‘技术+工业生产’的简单结合，
而是综合考虑了农业生产、农旅、社会
价值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一些作品甚
至先对老龄化、农民就诊等问题做了
数据化统计，再将设计与现实结合，这
是过往很多乡村建筑设计没有考虑到

的。整体来看，作品水平很高，也很用
心。”刘卫兵说，“本次大赛吸引了社会
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关注，让很多人改
变了数字技术只适合于城市或者高精
尖领域的观念，见识到了数字化和乡
土结合后的魅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
等方面的社会意义重大。”

“初赛作品整体水平高、覆盖范
围广，类型和表现形式丰富，多数都
体现出设计师们对乡村振兴的期待
以及愿景。”杨频说，仅少部分作品停
留在概念阶段，多数作品都有很好的

现实基础，能够顺利实施。总体来
说，大赛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众多
可参考、可复制的理念和实现方案，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不同领域都具
有引领作用。

评审专家点评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