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11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要闻

三等奖

打造智慧现代农业产业
园助力兴文县数字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稻虾农
业园区的生产痛点

“目前稻虾养殖已成为园区的主
导产业，也是兴文县农户从事农业生
产的主要收入来源。”宜宾市兴文县现
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吴远
松说。

在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上，由吴远松在内的兴文县农业、网信
等部门工作人员共同设计的“打造智
慧现代农业产业园 助力兴文县数字
乡村建设”项目，获得了三等奖。

龙虾产能提升迫在眉睫

近年来，兴文县顺应试点数字乡
村建设的进程，推进打造现代智慧农
业产业园区。截至今年6月，园区打造
了以优质稻、淡水虾为主导产业的2万
亩核心区，辐射带动全县发展10万亩
稻虾产业，帮助当地农民有效增收。

“水稻关系我们的粮食安全，经济
收入则主要靠龙虾养殖。目前，兴文
的小龙虾品牌小有名气，但产能只能
满足兴文当地需求。要走出兴文、进
入全省小龙虾产业第一方阵，还要想
办法把产能提一提。”吴远松说。

作为首批全国数字乡村试点县，
兴文县理所当然想到利用数字技术。
吴远松介绍，今年夏天，兴文县现代智
慧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同网信、农业
部门和相关公司，一同谋划产业园的

智慧化升级，期望利用可视化系统、物
联网监控、大数据溯源、一站式信息服
务等数字化手段，解决稻虾农业园区
生产粗放、过量施药，缺乏信息化支
撑，虫害监管不足等过去的痛点。

园区智慧化建设水平得到提升

7月，吴远松得知首届数字乡村创
新设计大赛正在广泛征集方案，参赛
团队还有机会获得举办方的专业指导
和落地辅助。“我们感觉这是很好的机
会，立即报名参赛，同步准备参赛方
案。”他说。

吴远松等人发现，根据参赛作品
要求，他们设计的前期方案在应用场
景设置上还不够具体。“大方向定下来
后，迎面而来的难点是具体做什么、如
何落地？”为了让数字化系统能切实解
决实际问题，他们多次请当地的稻虾

经营户和农技专家提建议。
“水质对龙虾养殖非常重要，我们

每天早、午都要各取一次水进行化验，
来获取溶解氧、PH值、浊度、水温等水
情数据，费时费力，能不能通过水中放
置物联网设备实现实时检测？”兴文县
润亿澳龙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朝
勇曾建议。随后，调研组又请他详细
地提了需求，并根据需求对方案中的
物联网系统搭建进行优化。

“类似建议不胜枚举，正是一个个
建议、一次次讨论帮助我们打开思路，
让方案不断完善，也让数字化技术和
农业生产有效结合。”吴远松说,“大赛
的开展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发
挥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在促进农业生
产上的作用。通过大赛，园区的机械
化和智能化设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旭强

宜宾市兴文县农业规划师：

数字技术助力稻虾养殖智慧升级

“探寻一条以数字文化建设驱动传
统村落振兴的标杆之路，是我们设计方
案的出发点。”中建西南院绿色田园规划
设计团队策划师陈芹说，这段时间，他们
一直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同睦村进行
设计施工，目前正进行空间改造，完成后
很快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建设。

得知“福建省长汀县同睦村数字乡
村设计方案”获得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
计大赛三等奖后，陈芹说：“很荣幸获得
该奖项，下一步希望能在乡村振兴领

域、数字乡村建设领域贡献更多力量。”

用数字化解决“空心村”问题

当聊到为何选择福建省长汀县同
睦村作为数字乡村设计的村落时，陈
芹回忆道：“同睦村是一个典型的‘空
心村’，面临人业凋敝的难题，但同时
它又是一个千年古村，承载着一部分
人的根脉家园情结，有多个时代的历
史遗存，还有最质朴的客家田园生活
场景。”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
境，让同睦村进入中建西南院绿色田
园规划设计团队的眼中。经过多次实
地考察后，陈芹团队确定了以数字文
化和数字家乡为核心的同睦村数字乡
村建设项目。

陈芹介绍，数字文化就是以“数字
文保+数字文创+数字文旅”三大模块

建设，实现轻建造、重内容、重服务的活
态保护，让文化、物产走出去，让更多的
人走进来；数字家乡则是以数字文旅带
动数字家乡建设，搭建共建共创共享线
上平台，统筹乡村建设、投资机会、资产
管理等，建立开放运营平台。

在接受采访时，陈芹说：“设计方案
对于同睦村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
改善，一方面有了更多的岗位让村民返
乡就业，另一方面，村民的农田、农房资
产可出租或入股，获取持续收益，最终
能够解决同睦村‘空心村’问题。”

方案可推广可复制可落地

记者注意到，“现实意义”是贯穿
整个同睦村数字乡村设计方案的核
心，不论是设计方案的重点还是方案
中的特色板块，都是围绕着解决“现实
意义”问题去展开。

在该方案计划中，对于留守老人
来讲，首先是生活条件将得到极大改
善。设计搭建的数字家乡模块中，针
对留守老人养老难问题，配套综合服
务中心和乡村管家。

陈芹举例道：“根据设计建设规划，
老人可以去综合服务中心就餐，解决一
个人做饭难问题，也可远程呼叫工作人
员上门护理、送餐、取快递、就医等；针
对务工人员，通过一套便捷可交互的劳
动力资源信息系统，打通就业信息壁
垒，引导乡民回流就业创业。”

最后，陈芹表示，同睦村设计方案
也是可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传统村落
振兴模板，有明确的复制推广路径，在
相似地区有着较大应用前景，希望未
来在乡村振兴领域、数字乡村建设领
域贡献更多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三等奖

福建省长汀县同睦村数
字乡村设计方案

方案以数字文化和数字家乡为
核心，解决“空心村”问题

在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中，由“远谋深蒜”团队设计的“区块
链+温江大蒜，促进产业数字化、集约
化发展”项目从339件参赛作品中脱颖
而出，获得了三等奖。

“目前，推动温江大蒜产业发展的
区块链基础架构正在搭建，相关系统、
技术平台正在开发完善中；与此同时，
合作的示范基地里，各项农事培训陆
续举行，大蒜种植各环节的数据也在
依次采集……”四川农链数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链数科）品牌建
设部部长兼“远谋深蒜”队队长王芳
说，大赛结束后，温江大蒜+区块链项
目系列落地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

打好区块链+、数字化发展牌

今年年中，农链数科了解到大赛
信息后，立即着手准备参赛事宜。据
王芳介绍，早在2020年，农链数科团
队就开始摸索区块链技术与温江大蒜
的结合，搭建应用场景、整合产业资
源，本次大赛给了他们一个契机，将前
期的科研成果、初步设想以及业务整
体构架再次整理提炼，形成更清晰的
落地推进方案。

在前期调查中，“远谋深蒜”队发
现，温江蒜虽然品质好、名声响，但仍
有需改进的地方和待优化升级的“痛
点”，诸如产源地保护共识不强、区域
产品标识度不高，易掺假仿冒，规模
化、规范化交易市场和平台有待搭建，

公共品牌稀缺，产品经济效益、产业纵
深发展有待提升等。

于是，结合以往的工作成果，团队
提出“打好区块链+、数字化发展牌，为
温江大蒜产业深度赋能”核心思路和发
展规划，即以CNG农业公链三大业务
系统为基础，结合温江大蒜实际情况，
通过落地农链订单（订单农业）、七星协
同平台（产业协同管理）、温江大蒜算力
中心三大场景攻克这些“痛点”。

王芳表示，三大场景的打造不是
一蹴而就的，他们为此制定了为期5
年、“以点带面”的发展规划。第一
年，团队会完成示范基地打造，种植、
市场运营标准的梳理固化，标准推广
示范，标准上链存证的工作；再往后，
随着项目有效推进和创新示范效果
呈现，温江大蒜模式将进入全面推
广，团队也会以温江大蒜案例为样
板，继续探索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
品的打造。

打好项目落地基础

为了给项目打好落地基础，“远谋深
蒜”团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寻找合作单
位、开展多方研讨会、遴选种植基地等。

一路走来，“远谋深蒜”队收获经
验良多，对于如何提高方案的落地性，
农链数科总经理兼设计团队工程师罗
云理表示，现场调研、多方联动研讨和
实际应用场景的考虑缺一不可，“比
如，物联网温度计每秒钟能采集一个
数据，但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并不需要
这么多数据，这时就得设计一个数据
净化模型，净化后的数据到了大数据
系统才能提供分析决策。”

谈到获奖感受，罗云理表示很高
兴，感觉工作得到了认可，和各单位的
协调联动也初见成效，“接下来对温江
大蒜一系列、分步骤的建设，我们会不
断跟大家汇报成果，也欢迎大家关注
温江大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谭羽清

三等奖

区块链+温江大蒜，促进
产业数字化、集约化发展

方案致力于通过区块链算力中
心搭建、质量溯源、产业协同、标准制
定推广等系列数字化服务为温江好
蒜立标扬名，促进相关产业纵深发展

“区块链+温江大蒜”项目设计团队：

通过数字化服务 让温江好蒜立标扬名

“福建省长汀县同睦村数字乡村设计方案”设计师：

注重“现实意义”让古村落焕发数字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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