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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眼下，“数字乡村”正成为2022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的热词。
关注的由来，始于作为大会的活动之
一，“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颁
奖礼在大会期间的成功举办。

四时农事，正升腾起新的时代火
焰，有科技、有灵气，这是我们看到的

“果”。但透过红火之势，更多人试图
探讨背后的“因”。

半个月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农业强国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首次将“农业强国”写进党代会报
告，包含着对农业发展质量跃上新台
阶的期待，意义非凡。

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数字乡
村”正是当下时代所给出的表达之一。

时间再往前推。今年6月，“首届
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在四川启动，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数字乡村主题赛
事，大赛旨在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一批
数字乡村建设领域具有创新理念可实
施可推广的设计作品，挖掘储备和落
地一批优质的项目，汇聚一批支持参
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优秀人才。

一场比赛，串联起多方参与、全民关
注。或许，对比最终公布的获奖名单，这
场比赛本身，才真正展示着属于数字乡
村的蓬勃生命力，并持续催生着创新资
源、激发着源源不断的参与活力。

新·IP
首个国家级数字乡村主题赛事

数字乡村，着力点是乡村振兴，实
现路径是数字赋能。

今年年初，国家乡村振兴局与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先后联
合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2022年数字乡村
发展工作要点》，明确到2023年，数字
乡村发展要取得阶段性进展。到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要取得重要进展，目
标提及了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
智慧农业建设、乡村网络文化、乡村数
字化治理体系等诸多领域。

在此共识下，6月初在四川启动的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从诞生之
初就备受关注。如同国家乡村振兴局
开发指导司副司长、二级巡视员刘晓山
在启动仪式上所指出的，此次大赛是全
国首个国家级数字乡村的主题赛事，是
创新推动乡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建设发展，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探
索尝试，“在四川举办是首届，在全国也
是首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以赛为媒，这场比赛成为城市和
地区之间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弥合数字
鸿沟、相互联结的新IP。

以比赛内容为例，开放性与实践
性强是关键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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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字
乡村建设方向，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创新设计。

通过这样的设计，经由各地设计者
之手，将汇聚起全国各地不同的数字乡
村建设情景。在方案的展示与交流中，
极大拓展数字乡村建设的领域深度与
广度，也让比赛独特的凝聚作用显现，

形成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新IP。
一组数据可以给出新IP的“流量”

佐证。
在大赛前期的征集阶段，就征集

到参赛作品339件，目标村落涉及四
川、浙江、重庆等25个省市区，参赛团
队涵盖了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
知名高校，阿里、京东等头部互联网企
业，以及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等
专业设计院所的团队。

评审专业且严格。初赛评审委员
会从339件作品中，推荐135件作品进
入决赛。随后，由两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专家领衔的决赛评审专家委员会，
从4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维
度，对入围决赛的作品进行评分，最终
评选出36件获奖作品。

新IP的影响力，已显而易见。

新·载体
搭建社会力量支持及参与的平台

如今，新IP正发挥着“酵母”作用。
如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
所评价，“本次大赛搭建了一个社会力
量参与、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台，对
促进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具有积
极作用。”

让赵春江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很
多，例如“道地药材数字化管理系统及
产业化应用实践”，是聚焦一个具体农
产品形成详实的数字解决方案；“基于
人工智能的牲畜活体资产监管方案”
则体现了金融和农业融合的数字化方
案等等。

“作品涵盖乡村振兴各个方面，让

数字技术在广袤农村开花结果。”农业
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小兵在
仔细翻阅了参赛作品后，如是评价道。

“希望把IT技术人才、互联网人才
和建筑、规划、设计人才结合起来。”比
赛启动之初，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委网信办主任房方就期待，能通过大
赛为优秀青年设计师团队提供走进乡
村、了解乡村、爱上乡村的机会。

期待已成为现实。
时间拉回到7月8日，大赛的首场

主题推荐会走进位于成都的中国建筑
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现场就
诞生了多个方案思路，随后一系列的
比赛推荐更是汇聚起了各个领域的团
队或个人。

一位来自河北的选手，原本从事
互联网领域工作，在朋友圈看见比赛
信息后，因为看好数字乡村的发展前
景,决定参赛，他聚焦乡村环境领域，
将队名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希望可以结合数字技术进行保
护。还有一位学生选手，因为本科的
毕业设计就是数字乡村领域，这次也
将方向定在乡村民宿改造或乡村景观
再生修复领域参赛。

除了涉及领域丰富、参与层面广
泛，比赛还加速了各地之间的交流。

以此次大赛的共同举办方为例。
大赛由四川、浙江两省网信办联合相
关部门共同举办。长久以来，川浙一
家亲、山海共携手，眼下两省正以比赛
为契机，积极深化交流，共同聚焦乡村
精准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加大在
数字乡村人才交流、数字乡村标准体
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互联网企
业更加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建设中。

新·未来
优秀的设计方案会实际落地建设

随着获奖名单的公布和颁奖仪式
的举办，今年的比赛结束了，而新的开
始正在启幕。

在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
心主任何勇看来，此次大赛具有示范
引领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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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设计大赛不光是比赛和评
选，这些案例都要落地实施，优秀的设
计方案最后都会推动实施和建设。”据
房方介绍，四川省委网信办将和成员
单位一同发挥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推
动方案落地实施。包括通过各级党委
政府了解乡村建设和村民真实的需
求，提供需求的清单，和互联网企业、
设计师团队对接，形成能力清单，“两
张清单对接，把优秀的设计方案最后
都变成能够实施的方案，共同绘制美
丽的乡村画卷。”

事实上，就在大赛启动后不久，国内
多个省市也发布了各自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的具体思路。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的《四川省“十四五”农业农村信息化
发展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就
明确要用3到5年时间，推动四川省农业
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
展，有力支撑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在实施上，《方案》包括了多个领
域。例如，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融合；
发挥“互联网+”在推进农产品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各环节高效协同和产业
化运营中的作用，培育出一批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县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
体；建立健全农村各类资产资源的数
字化管理，逐步推动惠民服务网络化，

“互联网+”向农村延伸，让农民可以便
捷地享受到各类数字化服务等等。

一粟一蔬，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
是时代。

毫无疑问，数字乡村正在逐渐成为
乡村振兴的内在动能。当数字乡村建
设真正深入到广阔田野的神经末梢，会
自发适应不同的生产方式，催生新的生
产活力。于是四时农事千百年，仍是烟
火人间，却已然迸发出别样的绚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11月9日，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弥合数字鸿沟论坛”上举行。

一场设计大赛背后
藏着“数字乡村”怎样的玄机？

◀获奖代表
上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