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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农村治
理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耦合演
进之路不可阻挡，如今的湖州，在做好数
字化乡村治理的同时，还在持续优化便民
利企的数字化服务，推进数字化治理模式
创新，以优质的服务为乡村治理、乡村产
业兜底，更好促进和支撑全市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

土地是农业之基，农村宅基地和住房
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重要财产，也是
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盘活利用农村闲置
宅基地和农房，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资
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近
年来，德清一直把盘活闲置农房作为助力
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积
累了山居变民宿、空房变别院的经验。据
了解，该县把农房激活作为数字化改革的

“小切口”，牵引出宅基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大场景”，聚焦农户需求，注重多跨协
同，搭建了涵盖宅基地申请、审批、监
管、流转、退出等全链条服务的“宅富
通——农房激活一件事”应用。

该应用包括宅基地信息一张图、联合
审批、三色预警、农房流转、三权管理、
综合管理等功能模块。在“宅富通——农
房激活一件事”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成功颁发了全国首
本农村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登记证，在全国
破法首创“单一”宅基地使用权抵押 （农
民“按揭建房”），创新“农村版”公积金
贷款机制，为数字化服务做出了表率。

在长兴县，该县通过创新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设置“长兴鲜”区
块链产品数字身份管理模块，推广农产品

“一物一码＋区块链溯源＋码上营销”数据
共享应用，实行农业全产业链闭环溯源管
理，破解质量安全追溯和维权等难题，为
消费者提供数字化农产品服务。

“我们针对芦笋、河蟹、湖羊、茶叶等
特色产品设计了相应标准化溯源流程。”该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配置
溯源节点，用户可通过移动设备对产品随
时记录、随时上传，确保溯源节点与生产
实际相吻合，建设从生产、加工、包装、
仓储、物流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溯源体
系。并且，该应用通过会员积分、红包奖
励、产品兑换等营销活动，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提高复购率。通过对入驻产品设置
食品加工SC认证、符合无公害绿色食品标
准的第三方检测等品控标准，激励县域内
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企业均按照平台要
求进行转型升级。为了让农产品走上“精
品化”道路，应用嵌入三色预警机制，实
现对农产品全产业链实时监控和动态监

督，倒逼主体转型升级，健全品牌准
入、监管和防伪机制。

如今，该智慧农业平台已涵
盖长兴县80%以上的优质农产
品，涉及各类农产品种类约
320 个，“长兴鲜”品牌产
品溢价达到 10%，“浙农
码”应用试点项目，已赋
码 19.8 万次，入驻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 37 家，另有
139家签约主体作为品牌供
应商，平台网上商城已上架

新鲜果蔬、名茶饮品、畜牧水
产、坚果零食等类别100余种农

产品。
作为鱼米之乡，南浔区菱湖镇是

全国三大淡水鱼商品生产基地之一，被誉
为“中国淡水鱼都”。在南浔区，湖州引入
了庆渔堂物联网生态渔业科技服务平台。
该平台根据湖州重点水产养殖区域鱼塘的
分布特点，建立网格化智慧养殖服务标
准，实现线下养殖管家和线上人工智能管
理相结合的立体化、数字化监控服务体
系，提供24小时精准、高效、标准化的水

质监控（溶氧、温度、PH值等）和健康养
殖管理服务，帮助养殖户极大的降低养殖风
险和劳动强度、提高养殖效益，按户均10
亩鱼塘计算，仅水质监控单项可保障每户提
升收益约6000元以上（含成本节约）。从运
行成效来看，养殖户复购率达到95%以上，
浮头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

为做好乡村数字化服务，树立全市
“一盘棋”思想，紧扣一体化布局和集约化
建设。一方面，统筹云网环境、数据共
享、应用平台、通用技术等基础能力建
设，实现技术、业务、数据融合发展，推
动更多服务和管理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另一方面，注重数据赋能，
集中开展全量化汇聚、标准化治理、场景
化开发，聚焦群众急需急盼和社会关切，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数据安全有序
开放，坚持“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
外”，及时全量推送数据并做好动态维护。
另外，特别注重数字服务安全可控，落实
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在完善标准体系、健
全审查制度、提高应急能力等方面下更大
功夫，切实把安全贯穿于智慧农业服务平
台建设全过程。

目前，浙江省“14+2”浙农系列中的
数字畜牧、浙农码等12个应用已在湖州贯
通落地，7个数字化场景应用“浙农码”，
赋码用码357万次。湖州数字乡村大脑归集
农业资源、主体人才等“三农”数据1268
万条，建立“三农”地理信息图层91张。

软件有了，硬件也必不可少。近年
来，湖州持续加大乡村“新基建”硬件建
设力度，布局农村地区5G、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光纤普及
和改造，推进农村“三网融合”，显著提升
数字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截至目
前，已累计建设覆盖农村区域的 4G基站
7900余个，实现行政村100%覆盖，100兆
及以上接入速率光纤网络覆盖率达100%，
建设开通农村5G通信基站600余个，实现
重点乡镇核心镇区的成片覆盖。建立农村
信息服务体系，推进万村联网工程，建立
村级益农信息社9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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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智慧推动农业升级
——写在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于湖州德清召开之际

2021年，浙江吹响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集结号，以改革牵引数字乡

村建设，万千美丽乡村呈现出一幅幅彰显数字文明的生动画卷。今年，

浙江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

国美丽乡村”发源地，今年，湖州持续放大城乡统

筹协调、生态环境优美、公共服务均衡、城乡文明

有序、社会安定和谐等优势基础，围绕“六个新湖

州”建设，大力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地，让“数字

化”潮流在湖州广大农村不断深入发展，让充满未

来感的各类新技术势不可挡地体现于农村的每一处

角落。通过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服务、

数字化治理，湖州正以全面、精

准、现代的科学技术，实现农

业农村“智治”。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支
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持续推
动，湖州乡村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产业形态不
断丰富、产业集群不断形成，新产业新业
态大量涌现。然而，乡村产业发展仍存在
产业要素活力不足、产业链条延伸不够、
产业基础设施薄弱等多项问题。为解决这
些问题，湖州深耕产业数字化，在全国率
先提出打造一批产业生态化、管理智能
化、要素集约化、生产标准化“四化同
步”，科技含量高、建设水准高、智能程
度高、生产效率高、质量效益高、共富成
色高“六高集成”的“未来农场”，依托

“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为基底的智慧农
业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发展空间与广阔前
景。

在德清县，数字化为乡村产业带来了
充满未来感的发展路径。该县水木蔬菜工
厂是国内首个具备全系自主知识产权的蔬
菜工厂，该工厂依托智能系统，根据多年
来番茄全生命周期生长的数据积累，运用
无土栽培，熊峰生态授粉，环境智能控
制、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作物生长状态
智能识别等高科技手段，打造适应中国大
多数城市气候特征，可全年连续生产的环
境可控型番茄蔬菜工厂。充分发挥运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及生物基因育种、智能装备制
造等，自动化管控温度、湿度、光照、水
肥以及病虫害和授粉等。

数字化助力产业发展不仅仅只有德清
县水木蔬菜工厂。该县围绕特色优势产
业，加快种养基地数字化改造，建成了11
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区、4100个物联网应
用示范点，已累计认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28家，实施农业领域科技合作项目和科技
成果产业化项目50余项，数字化技术在
大田种植、设施栽培、畜禽水产养殖中基
本实现全覆盖，通过提升数字化设施使用
率，发展智慧农业，农业企业用工成本降
低43%，生产效率提升40%以上。

安吉白茶闻名全国，作为“一片叶子
富了一方百姓”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该
县农业总产值的60%，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约10万人，每年开采时可提供约20万个
就业岗位。但让人意外的是，近些年，规
模巨大的白茶产业却遇上了发展难题，

“名气大，茶农多，仿冒牌子更多。”该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量贴着

“安吉白茶”标签的产品涌入市场，让消
费者难以辨识，也让政府对市场秩序、产
业情况失去了精准把控。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县集思广益，筹
谋布局，建立起“安吉白茶产业大脑”平
台，其中包括了全县白茶产业地图、产业
链、N个产业应用以及一个数据中心。通
过该平台，管理部门可以实时观测、管理
全县20.06万亩茶园、1.7万户茶农，让产
业信息一屏掌控便于监管。同时，通过平
台为茶叶经营主体设立电子账户绑定相应
数量防伪码，实现实物交易与防伪码同步
流转。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将茶园降水、
加工温度、产品流通等茶园到茶杯的全链
条信息整合写入防伪码，消费者可以随时
查看茶叶来源的基地对采摘、摊青、杀

青、分选、回潮、理调等13个加工环节
进行溯源的信息，切实保护了该县作为

“安吉白茶”原产地的品牌价值。
“湖州湖羊”产业也赶上了数字化这

一东风。近年来，湖州围绕种业振兴和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产业数字
化”和“帮农促富”两大核心需求，深化

“湖羊一件事”改革，长兴县率先搭建了
“湖羊产业大脑”应用，整合种业资源、
羊企需求、屠宰检验、养殖保险等数据，
打造数智种业、生产服务、品牌消费、流
通监管、能力中心等功能，让湖羊走出了
一条“产业大脑+未来农场”的发展模式。

“数字化改革后，人工成本大幅降
低，一个饲养员可管理3000只湖羊。”该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智能
装备与物联网平台的开发与应用，实现了
湖羊智慧养殖、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有
效促进湖羊养殖业的转型升级，引导湖羊
产业逐步走向“良种化、标准化、规模
化、生态化”。

以上只是数字化助力我市农业产业
发展的缩影。如今，湖州正持续打造以

“产业大脑+未来农场”为核心的数字农
业产业体系，通过乡村产业数字化，促
进新兴技术在乡村企业持续演进和全面
创新，加速数字化与产业各领域的深度
融合，驱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升级，
并引发了相关行业和领域业务形态的变
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创新农业产品服
务与供给模式，搭建起智慧农业的全新
业态。

截至目前，湖州已创建德清百源康鱼
菜工厂、南浔星光粮油、吴兴弘鑫水产等
省级数字农业工厂30家，带动种养基地
数字化改造191家，已建成首批省级未来
农场3家，培育首批市级未来农场30家。
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2021年培养电商应用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1030家，年销售额86.32亿元，不断
推进农业产业从传统靠人力、靠天气向数
字化、信息化转变。

除了乡村数字化产业发展，作为全省首
批省级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市，湖州近年全面
构建起了乡村全领域数字化治理体系。其
中，德清县、安吉县、南浔区、长兴县先后
入选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德清五四村，长
兴龙溪村、港口村，安吉余村均入选省数字
社会“2+4”多跨场景应用落地未来乡村试
点。政策方面，在全国率先发布《乡村数字
化治理指南》《“数字乡村一张图”数字化
平台建设规范》等地方标准，并获批制定省
级数字乡村标准。

走进安吉余村，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发源地，该村通过“数字乡村一
张图”平台，将原本公开在村委门口布告栏
中的村务、党务、财务公开信息发布到PC
端、IOC端、移动端和电视端，使得村民可
以通过移动端或者扫描一村一码进行事件和
矛盾的上报，交上了一份数字化“智治”的
高分答卷。

与此同时，余村还搭建起“健康小屋”
平台，通过健康预警、慢病管理、健康指导
与宣教等功能，以健康数据的获取定期健康
评估报告及异常数据报送为核心，针对特殊
人群，互联网远程问诊为手段，协助家庭医
生完成慢病患者的及时复诊及配药，提供健
康干预，实现信息技术在乡村基本医疗和公
共卫生服务中的融合应用。

在吴兴区，妙西镇妙山村则将数字化乡
村治理系统与该村旅游产业相结合，推进乡村
旅游智慧化发展，塑造出了不一样的数字乡村
风貌。作为全域旅游村，该村在“一张图”之
外构建起“乡村智慧旅游系统”，内容涵盖了
村内度假区的总览图，全村景区、景点、酒
店、公共厕所、驿站数量，景区内道路拥堵情
况及停车位的位置和剩余数量，甚至可以对
景区客流进行实时检测，分析客源。

“有了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对全村各项

涉及旅游的事宜进行管理。”该村村书记介
绍，各项数据一目了然后，村里还可以依托
此系统分析各景点人流量，查漏补缺，打造
出更符合游客需求的旅游服务。

而在德清县东衡村，该村通过“数字乡
村一张图”，对该村所有的企业和项目进行
定位标注，实现了工业众创园、数字农业、
文化街区等重要产业区域的一体化集中管
理。并且，在该村创新开发的“智能搜索”
功能模块中，可通过搜索“钢琴”“木皮”
等关键字，精准定位所有钢琴厂和木皮厂的
所在地，实现可视化定位管理。将空间规
划、空间现状在“数字乡村一张图”中覆盖
显示，并对工业众创园和文化街区等重点招
商区域的入驻情况进行定期更新，助力精准
招商。

与妙山村、东衡村不同的是，德清县五
四村则依托“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乡村
规划、乡村环境等板块可视化呈现，建立

“益农信息社”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推进

农村地区数字社区服务圈建设。
在疫情防控期间，该村实行“健康码+

地名+网格化”智控，用大数据碰撞实现人群
实时分析，实时感知，精准定位每户村民的
健康码状态，走出了一条以数字赋能撬动乡
村治理的新路子。

除了防控管理，该村在乡村垃圾分类中
亦用上了数字化系统。通过“一图感知五
四”智能系统，为村里所有环卫工人都配备
上“一键通”设备，在垃圾清运车上安装了
GPS定位装置，工人的作业数据被实时上
传，每位工人的工作编号、坐标和作业轨迹
都会在数字地图中显示。同时，为激励更多
村民参与垃圾分类，该村为每家每户的垃圾
桶上设置电子标签，让收集人员手持扫码设
备，对厨余垃圾进行积分管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利用数字化技
术，基层乡村的领导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正
不断加强，通过线上平台建设，村委会可以
有效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和需求，并及时精

准回应，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
延伸。同时，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为群
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新路径，充分调
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群众参与度
和满意度。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湖
州根据“系统观念、创新驱动、数字赋能、
示范引领”总体要求，聚焦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加快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广大农村的集成应用，
完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高
水平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为高
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活力、新动能。

同时，在“数字乡村
一张图”的建设过程中，
湖州始终把维护好农民
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充分体现以农为
本的精神，激发农民作为
农村主人翁的意识，让广大
农民参与进数字乡村建设中
来。

如今，湖州市916个行政村已上
线运用“数字乡村一张图”，覆盖率达
100%。迭代升级“数字乡村一张图”为未
来乡村治理服务的综合性应用，打造省级未
来乡村建设试点35个，迭代上线“湖州度
假·乡村旅游一张图”，推进农村公共服务
领域“一件事”集成协同场景落地。统筹建
设乡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管理系统，打
造农村生活垃圾智慧管理市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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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州，数字化正推进乡村现代治理

湖州乡村振兴
主要荣誉

1. 湖州市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成效明显，获国务院
通报表扬，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
荣的地市。

2.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连续6
年居全省第一。

3.成为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

4.成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缩小城乡差距
领域试点。

5.成为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
市。

6.连续3年县域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水平位居全省第一，成为全国
唯一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先
进县全覆盖的地级市。

7. 德清县成为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

8.成为首批省级数字乡村试点
示范市。

9.德清县、安吉县、南浔区入
围全国“数字乡村百强县”榜单，
分列第1、第2、第56名。

10.上榜第一届浙江数字乡村
“金翼奖”十佳县1个、十佳场景1
个、百优村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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