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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转阵雨
偏北风1-2级

多云转阴
偏北风1-2级

20-27 C 20-28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成都（18时）
AQI指数 38 空气质量：优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 6月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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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4064期全国销售
288277616元。开奖号码：05、12、21、
32、33、08、09，一等奖基本6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万
元 。 二 等 奖 基 本 121 注 ，单 注 奖 金
109189元，追加59注，单注奖金87351
元。三等奖211注，单注奖金10000元。
962849743.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4147 期 全 国 销 售
45494278元。开奖号码：558。直选
全国中奖21924（四川1099）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18880（四川
854）注，单注奖金346元。58386764.8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4147 期 全 国 销 售
20259724元。开奖号码：55871。一等
奖57注，单注奖金10万元。12405765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8月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垂钓稻田边，一只只小龙虾抢“鲜”
出田，再经大厨一番精心烹制，各种口
味的小龙虾端上餐桌，游客大快朵颐，
一旁还有乐队献唱、川剧表演……节
假日走进内江隆昌市，正值2024年隆昌
小龙虾美食季，一只小龙虾带火了当
地旅游市场。

产业欣欣向荣的背后，与隆昌稻
渔养殖数字化发展密不可分。2023年
8月，四川省委网信办在隆昌市开展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宣介和
设计场景调研活动，成都世纪锐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锐通）以隆
昌稻渔数字化养殖为基础，设计的作
品《四川隆昌市稻渔智慧农场管理系
统》入选大赛优秀奖名单。

“目前，我们和中国电信隆昌分公
司达成部分共识和合作框架，计划联
合打造隆昌市智慧稻渔产业示范农
场，促进隆昌市稻渔产业数字化升级，
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世纪锐通
总经理赵国梁表示。

“数字化”技术让小龙虾和水稻产
量实现了双提升，胡家镇双龙村村民
李峰感慨，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数字技术到田间
助力新农人逐梦沃野

夏日气温逐渐增高，胡家镇水稻
插秧全面开始。农人们加紧泡田、耙
地，李峰也忙碌起来，大个头的小龙虾
正出货收尾，一批新虾苗跃跃欲试，等
待进驻稻田。

拥有3万余亩水稻田的胡家镇，是
隆昌市的小龙虾核心产区。上世纪90
年代，当地就开始探索稻鱼（虾）综合
种养，是四川省稻虾综合种养模式的
发源地之一。入行5年的李峰是当地
养殖大户，去年，他家250多亩稻虾综
合种养基地产出小龙虾40吨-50吨，亩
产值约5000元。

“这几天还在备货，一个重庆的老
板要1万斤小龙虾。”市场走俏，李峰心
情大好，得益于数字化技术支持，他的
小龙虾养殖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也
正是他的底气所在。

行走于胡家镇的阡陌之间，远程
气象监测仪实时收集区域内温度、湿
度、风速等气象信息；土壤墒情监测仪
与水质监测器实时监测稻田土壤肥力
情况、水质环境。“在手机上，就能看到
风向、温度、氧气等数据，对我们进行
科学养殖小龙虾帮助很大。”李峰说。

事实上，对于当地稻鱼（虾）养殖，
数字技术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而赵国梁的《四川隆昌市稻渔智
慧农场管理系统》，正是基于隆昌市现
有的种养殖数字化发展以及隆昌市稻
渔产业数字化提升的现实需求，通过
制定1套稻渔智慧农场数据采集标准
体系、搭建1个稻渔智慧农场管理系统
平台、开发N个应用场景子系统，形成
了一套“1+1+N”建设模式。

“我们通过整合当地已有的稻渔
农场物联网设备和系统，构建一系列
标准化数据库，可识别监测、智慧灌溉
决策、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病害监测预
警等模型。”赵国梁表示，该系统的目
的是全面提升隆昌市稻渔产业数字化
水平，为稻渔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建
设探索可行、可用、可推广方案。

“这套方案是比较成熟的，实施成
效也会很显著。”赵国梁介绍，该系统

一方面通过环境监测、稻渔生产监测、
智慧灌溉等提升管理效率，预计将大
幅度节省水、肥、药以及人力等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病
虫害监测预警等，减少多种灾害性损
失，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

按照赵国梁的构想，这套管理系
统可将全市稻渔基地纳入平台，将从
根本上解决过去建一个基地就构建一
个平台，但多个平台之间互不相容的
问题，成熟之后可在全省乃至全国稻
渔产业基地进行复制推广。

乡村振兴“新农具”
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毋庸置疑，数字乡村已经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发展方向，众多数字技
术、数字设备、数字平台成为乡村振兴
的“新农具”，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了
新活力。

作为“新农人”群体的代表之一，赵
国梁自2019年以来，就专注于数字农业
软硬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方面的工作，

“我们主要从事数字乡村产业振兴方面
的软硬件研发，项目案例有近百个。”
赵国梁介绍，因此他对于数字乡村特
别是智慧农业有着比较深的理解。

2019年以前，赵国梁和团队主要
是聚焦于通信行业。彼时，他计划将
公司转型，于是瞄准了数字乡村这一
领域，“当时确实看好数字乡村发展，
但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赵国梁坦
言，他相信以10年为一个阶段，数字农
业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如今看来，赵国梁当初的决定是
正确的，现在世纪锐通的产品、技术和

服务网络已经覆盖四川、重庆、上海、
浙江、江苏、福建、广东、陕西、云南等
十余个省市。

作为数字乡村的参与者、建设者、
受益者，赵国梁认为，当下农业劳动力
不断向其他产业转移，结构性短缺和
老龄化趋势正在成为常态，这是一个
紧迫的社会问题。而数字时代的到
来，毫无疑问将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推
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数字
化转型，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赵国梁也提到，数字乡村建设正
蓬勃发展，但还存在设备缺乏、数据孤
岛、人才紧缺等一系列问题，长远来
看，数字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变的重要动力，必然会
让社会治理更科学、民生服务更贴心，
产业发展质效更高。

当前，为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促
进共同富裕，2024四川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对
此，赵国梁认为，通过活动，可以强化
数字意识培训和数字思维训练，帮助
大家建立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观念和
能力，让大众以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数
字技术，让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好地为
大众服务。

“数字时代给大众的生活工作都
带来太多的变化，我们普通人可能更
需要保持好奇心，接受这些新的变
化。”赵国梁提到，比如可以通过在线
课程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
了解最新的数字发展趋势，跟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
飞 姚瑞鹏受访者供图

数字“新农人”赵国梁：

用数字技术打造更多“新农具”

▲隆昌市实施稻鱼
（虾）共生的稻田。

◀智慧农业可视化
大数据平台。

◀赵国梁在介绍数
字技术平台建设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