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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创新引领乡村未来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德阳举行

10月20日-21日，2023年全国数字
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四川省
德阳市举行，大赛围绕“数字赋能乡村振
兴 创新引领乡村未来”主题，进一步推动
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走深走实。
大赛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
织联合会、四川省委网信办、四川省农业
农村厅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央视
网、德阳市委网信办承办。世界互联网大
会秘书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任贤良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

任贤良指出，本次大赛以广泛的关
注领域、创新性的问题视角，以及立足于
实践的探索思考，为助力乡村振兴和数
字中国建设贡献了智慧力量。要总结大
赛经验，打造数字乡村建设优质品牌；搭
建对接平台，推动大赛创意作品落地见
效；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数字乡村建设良
好氛围；履行社会责任，凝聚行业力量赋
能数字乡村建设。中网联将与社会各界
携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
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11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

据了解，大赛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
国各地网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32
个省（区、市）的1649个单位和个人报名
参赛，提交作品809件；经过初赛、复赛两
轮角逐，评选出入围决赛作品11件和优
秀奖作品20件。决赛采取现场答辩、专
家评审和嘉宾投票方式，最终评出一等
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5名。

“能够拿到一等奖还是比较意外，此
次参加决赛的都是很优秀、很成熟的项

目，也让我看到了数字乡村赛道不同的
风景。”一等奖获得者“数字化高标准农
田”负责人易刚表示，在此次比赛中得到
了专家老师的指导，对产品优化提供了
新思路，后续也会继续努力，打造优质产
品，服务乡村振兴。

“能获得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
大赛二等奖非常高兴，感谢组委会、各级
领导，专家评委的大力支持。”“长宁县全
域旅游平台促进数字乡村发展”项目设
计师刘京昆表示，今后将重点贯彻中央
数字乡村战略，积极为长宁镇全域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乌龙茶智能工厂”规划师肖两德表

示，“能够在这次大赛中获得三等奖，我
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评委们的认可
和支持，这个奖项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
一份荣誉，更是对我们作品的肯定和鼓
励。我们会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川数字点亮万村计划启动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
泽奇在颁奖仪式现场对决赛作品进行

点评：“2023年决赛的参赛作品，充分
体现了社会各界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努力和创造。”

邱泽奇表示，如果说数字乡村建设
是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参
赛主体的广泛代表性，则说明了社会各
界都关注到了这一时代性机遇，都在积
极努力地参与其中，“每一件作品都体
现了作品主体对数字乡村建设创新的
专注与努力。”

点评中，邱泽奇谈到了作品的适用
性。无论是体制机制创新，还是组合创
新，11个作品在乡村振兴的不同纬度
发力，或用数字技术促进涉农产业的数
字化，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或用数字技
术推动生态宜居，带动乡村生态文明的
发展；或用数字技术结合传统现代文
化，助推乡村文明；或用数字技术开发
治理平台，助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每一件作品都在数字乡
村建设中找到了自己创新的适用性”。

此外，颁奖仪式上，有关领导嘉宾
为优秀组织奖、突出贡献奖和一二三等
奖获奖单位（团队）颁发了奖杯及证
书，部分获奖代表作了交流发言。同
时，举行了数字乡村共建共享平台发布
仪式、四川数字点亮万村计划启动仪
式，发布了《福建省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

大赛期间，参赛选手、嘉宾走进德
阳市旌阳区高槐村、桂花村，现场观摩
了高槐村数字化基层治理和桂花村5G
智慧农业创新中心两个应用场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冷
宇马梦飞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颁奖仪式。马梦飞 摄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腾讯公司）设计的《“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中国乡村云端上的党群
服务中心》，获得了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
创新大赛的一等奖。

腾讯公司高级产品经理王磊表示，
此次参赛，看到了很多同期参赛者非常
优秀的作品，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
的。虽然有竞争，但依然很欣喜，这说明

“数字乡村”这个命题，当前国内从中央
到地方政府、无论机构还是企业，大家都
在积极关注并付诸实践，这对用数字化
手段助力乡村振兴很有益处。

对于此次参赛的作品，王磊向记者
介绍，“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是由农业

农村部指导、腾讯公司可持续社会价值
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研发的一款致
力于为全国乡村打造云端上的党群服
务中心、乡村版OA系统的工具平台
（产品形态为：微信小程序），助力全国
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
成。

“目前，该项目已在多个地区落地，
推出包括积分制、村民说事、书记会客厅
等十余项功能，截至2023年10月17日，
全国已有44633个村庄入驻，服务村民
849万。”王磊说。在他看来，这是一款服
务于乡村的数字工具箱平台，村两委干
部可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来开展日常工
作，而村民无论身处何地也可以快捷了

解村里事务。同时，村民通过积分制、村
民说事等功能，可直接参与村级事务共
建共治，平台助力，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最
后一公里。

通过参与此次大赛，王磊也有不
少心得感受，他觉得要参与数字乡村
设计建设，就必须深入了解乡村，了解
国家对于三农相关的政策落地情况、
了解乡村干部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痛
点、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难点都很有
必要。而产品功能设计的很多细节一
定要贴合或考虑到乡村用户的具体使
用场景，以及广大用户的使用水平和
使用习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由安徽易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易刚高科）设计的《数字化高标准农
田》经历初赛、复赛、决赛，最终获得了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的一等奖。

易刚高科CEO查海涅表示，很激动
也很意外，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了，借助此
次赛事把这个项目进行了深入的打磨。
另一方面，感谢组委会提供了这样一个
平台，让来自全国的同行们进行交流互
动，也获得了更多资源。

关于本次获奖作品《数字化高标准
农田》，查海涅进行了解读。他说：“针对
农户种植问题，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种
好田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而这套方案可
以看作是为农场水稻种植、管理区服务
与指导、政府调度指挥提供高效便捷解
决方法的工具。”

具体来看，数字化高标准农田解决
方案是按照“物联感知层—模型决策层
—农机执行层”的思路，建设以“农机—

农艺—信息融合”为特征的农场智慧管
理系统。围绕水稻从播种前到储藏的13
个生育期阶段、49个关键决策环节、运用
作物模型、遥感、物联网等，构建了农事
进程监测、水肥药、病虫草害管理的17个
算法模型，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

“这套技术已在全国多地项目中被
运用推广，如安徽省五河县优质高效大
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黑

龙江省建三江水稻智慧云平台项目等多
个项目中成功应用。”查海涅表示。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线从业者，查
海涅也有些很深的感触，他认为目前数字
乡村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发展数字乡村还
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去填充这个概念
的内核，用数字化去赋能农业农村，让其
焕然一新，但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
一定要去做，而且相信一定能做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村民利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村民
说事功能反馈问题。 受访者供图

易刚高科：数字化高标准农田（一等奖）

利用数字化手段让农户种好田

腾讯公司：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一等奖）

为全国乡村打造云端上的党群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