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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看四川

定格世间美好 汇聚凡人微光

我国农村温室大棚的数量和面积巨
大，市场需求大，然而传统育秧大棚也存
在受环境影响大、成活率低、质量差、育苗
周期长等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难题？在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上获得三
等奖，来自位于广元的四川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的“工厂化秧苗繁育系统”（以下
简称“繁育系统”）给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数字赋能乡村，乡村振兴既有“智”
又有“质”。走进“繁育系统”工厂，一排
排翠绿的秧苗亟待出厂入地，数字大屏
上显示着各种实时数据。据介绍,该系
统的运用,将秧苗成活率提高到98%，秧
苗浇水、施肥、施药等环节实现全程自动
化、智能化，人工成本减少90%以上。此
外，通过建立在线平台，帮助当地农民销
售特色农产品，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高
了农民对数字工具的使用能力。

数字技术下沉田间
少投入多产出 农户得实惠

对于农业项目来说，因地制宜可谓
是重中之重。记者了解到，在项目筹备
阶段，“繁育系统”团队指导老师文家雄
教授、文恒老师就带领易子琪等学生通
过实地考察，对土地使用情况、地形地
貌、土壤及气象条件等进行评估，从而为
项目的数字化建设、实用性和低成本提
供依据。

易子琪表示，除地理因素外，选择广
元作为实验基地还在于当地的劳动力优
势。“目前乡村主要劳动力年龄普遍偏
大，劳动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在低温环境
下长时间进行育秧活动。”文家雄表示，

“繁育系统”成功实施后，能够改善劳动
环境，增加劳动者收入。

易子琪介绍，“繁育系统”是基于
PLC控制原理，集成AI+物联网、传感
器、PLC、移动APP和WIFI图传等技术，
完成对大棚内空气温度、湿度、CO2浓度
和光照度，以及土壤的温湿度、电导率、
氮磷钾和PH值等11个核心参数的实时
检测、智能处理、可视化和图传智能监

控，控制大棚内的水帘、风机、遮阳板等
设施，结合生物模拟技术，确保秧苗的质
量，将生长周期缩短为20-25天。

据了解，基于“繁育系统”技术的智
慧大棚可以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实现稳定
的农作物、花卉和中药材等生产，降低季
节性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此
外，还可以利用先进的节能设备和循环
利用技术，节约水、肥资源，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同时，通过减少农药和化肥的
使用，降低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有利于
保护生态环境。

“对于农户来讲，最看中的是‘少投

入、多产出’，能够提高收入。”易子琪表
示，“繁育系统”在缩短育苗周期的同时,
还将秧苗成活率提高至98%，全程自动
化、智能化作业，减少了90%以上的人工
成本。此外，完成秧苗繁育工作任务后，
还可利用设备空闲期开展应季果蔬种
植、名贵花卉及中药材培育,为老百姓多
增加一份收入。

提升农户数字工具使用能力
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
一，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我

之所以参与数字乡村项目，是因为我深
信数字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
量。我曾接触的课程和项目都强调了
技术在农业和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最近的项目提升改造中，我们通过智
能农业系统提高了作物产量，同时通过

‘繁育系统’提升了农户的种植技能。”易
子琪表示，数据显示，农作物产量提高了
20%，参与培训的农户增加了50%，此
外，通过建立在线平台，帮助当地销售特
色农产品，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高了农
户对数字工具的使用能力。“这些成果让
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坚定了我继续在数
字乡村领域探索的决心。”易子琪说。

作为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大学
生不仅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更是数字
化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推动者。在
2024四川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
动开展之际，如何让更多人享受数字红
利成了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对此，易子琪认为，数字时代为乡村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不仅改变了农
业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通过电
子商务等平台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数字技术也在
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升
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普通人而言，
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意味着能够更好地
适应数字时代，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
利。这不仅能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便捷地获
取信息和服务。此外，数字素养的提升
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
途径，进一步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就数字素养对普通人的影响而言，
文恒认为，数字时代的特点包括数据驱
动、技术创新、互联性和用户体验的个性
化，这些正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与生
活方式。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基本的计
算机操作、数据分析等技能来适应数字
时代。同时，保持好奇心和学习的态度，
不断探索和尝试新技术，也是适应数字
时代的关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图据受访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宋潇）为弘扬
正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6月17日，成都市见
义勇为审核小组发布公示，根据《四川

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
经审议，拟报请市政府认定焦大银、王
益辉为成都市“见义勇为勇士”；认定
谢万成、陶世保为成都市“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公示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
20日。

2024年6月13日晚上7点左右，成都
市郫都区安靖街道一辆白色轿车坠入河
中，车内1名司机被困，形势万分危急。

正在附近骑自行车锻炼的焦大银，见此
情形不顾个人安危，随即拿上救生圈跳
入河中，在湍急的水流中爬上轿车试图
破窗救人，并向岸边求助“石头石头！”，
岸上的王益辉听到呼救后，拿起石头冒
险下河游到汽车边缘，把石头递给焦大
银，两人合力砸开汽车后挡风玻璃，把车
内的人拉了出来。

水流湍急，河岸又高，河里的人如何

安全上岸成为难题，谢万成、陶世保等3
人见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一条“人链”，
为救援人员搭建了一条生命通道，众人
齐心协力，落水者被安全营救上岸。目
前参与救援的5名人员已有4名确认身
份，尚有1人未能取得联系，成都市见义
勇为审核小组将通过多方渠道全力寻找
最后1名搭建“人链”的热心群众，找到后
按程序认定。

数字技术赋能 变传统育苗为“智慧”育苗

激流中的“砸车侠”焦大银等4人拟被认定见义勇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于婷 摄影报
道）6月18日上午，四川省消防救援局挂
牌仪式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正式加挂四川
省消防救援局牌子，是按照国家消防救
援局工作部署统一进行的，全国31个省
级消防救援局均在当日挂牌，标志着消
防救援总队、支队、大队加挂驻地省、市、
县三级消防救援局牌子工作正式启动。

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总队以下消防救援队伍加挂驻地消防救

援局牌子，是党中央关于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整合改革工作的重要举措。
加挂牌子后，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将更好
地融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承担属
地消防监督管理职责，规范建设管理地
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全面落实消防执
法规范化建设，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据悉，全国市、县两级消防救援局挂
牌工作将分批于6月底前全部完成。

◀易子琪（左）与同
学在调试“繁育系统”
设备。

▲“繁育系统”工厂内
开展教学实验工作。

◀
四川省消
防救援局
挂牌仪式
现场。

四川省消防救援局昨日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