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永立潮头”
——湖州和美乡村的三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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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的村民是这样
度过一天的：

上午，乡村数智生活馆健康小屋
内，村民徐秀珍近日向县中医院的医生
视频问诊，待药方开具后从自动售药机
里取走了降压药；

下午，村委会就业电子大屏前，年
轻村民看着滚动播放的县内就业岗位需
求，用手机拍下了企业联系方式；

晚上，幸福之家的图书室内，村民
施陆丽带着女儿，用身份证一键借走了
几本儿童绘本；

省农业农村厅今年发布《2022浙江
省数字乡村发展报告》 显示，我市以
82.1%的发展水平位列全省第一，连续4
年蝉联全省第一。同时，所辖区县均实
现连续4年入围全省县（市、区）前二
十，系全省唯一。

这意味着，湖州乡村数字化的渗透
率已经领先全省。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
代憧憬的未来乡村生活是“楼上电灯、
楼下电话”；那如今就是“一块屏幕、足
不出村”。

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化与数字化处处
长韩明丽介绍，目前湖州5G网络行政村
覆盖率、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应用系统、村级在线议事等

行政村覆盖率均为100%。
地处德清县乾元镇的德清县农村电

商产业园，一派热闹景象。培训室里，
主播们正手把手教村民运营网店、线
上带货、拓展销路。直播间内，主播
刘凯歌正卖力推介本地农特产品。网
络平台上，平均每场直播都有上千人次
围观。

运营负责人黄伟星告诉记者，这一
产业园于去年9月投运，为电商创客和
从业者提供摄影室、直播间、冷库、仓

储等公共设施和服务，目前已有15家企
业入驻。此外，一支由90后年轻创客组
成的园区运营团队，通过品牌打造、产
销对接等，帮助县里有需要的农民、农
业主体连线全国市场，短短半年就打造
了德清酸菜黑鱼片、虾田米、青虾、早
园笋等精品网货。

让更多农民“触网”，将产业链条拉
长，这些探索的成效，反映在数据上——
2022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4.8%，居全省第一。

村民的“智慧”一天

农田里，一台植保无人机缓缓下
降，底部快速撒出晚稻种子，进行直
播。田埂上，4名00后青年手里握着遥
控器，手指灵活拨动，眼睛紧盯着遥控
器上的屏幕。

这是日前在吴兴稻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的稻田，来自国内4个省份的8
所大学的“飞手”，年纪都不超过 22
岁，毕业后来湖州“种田”。

伴随规模农业的推广，我市农田管
理更加智慧化，一台植保无人机就能完
成上千亩农田的播种和施肥。“稻丰农
业”负责人尚小军告诉记者，目前公司
管理了3万亩农田，共有25名“飞手”
在管理，效率和产出都高于传统模式。

与吴兴稻丰相距不到20公里的省级
未来农场德清水木蔬菜工厂，工人们这
几天忙着操作自助施肥机，对着电脑输
入相关数据，调整和控制番茄生长的各

类指标。
负责人阿尔法大学毕业后来湖州工

作，他告诉记者，一块屏幕管控工厂
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番茄从生
产、采收到分拣包装都实现可视化管
理。如今采摘期从两个月提升至全
年，年产量高达 125 万公斤，在同等
种植面积下，番茄产量是传统大田产
量的30倍。

近年来，我市布局推进智慧农业百
个未来农场、百个数字农业工厂建设，
已累计创建省级未来农场5家、数字农
业工厂42家，均列全省第一。

目前，我市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
94.8%、居全省第一，大田种植信息化
率、设施栽培信息化率、畜禽养殖信息
化率和水产养殖信息化率均居全省第一。

7月17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南浔区
的朝一养殖（浙江）有限公司打包车间

里看到，成千上万枚鸡蛋从输送带上滑
下来，分拣工人快速挑出破裂和双黄的
蛋。随后，鸡蛋进入全自动分拣机器，
15个金属夹子夹起鸡蛋，稳稳地码到蛋
盒中，工人将鸡蛋6盒一批
打包好，装箱发货。

“目前每天产出鸡蛋
14吨左右，差不多23
万枚。”企业生产负
责人张英波告诉记
者，现在的鸡蛋
生产已经完全实
现智能工厂化，
35 万羽蛋鸡仅由
4 名工人管理，从
饲料喂养、粪便处
理、鸡蛋分拣全部由一
条总长 300 多米的输送
带完成。

大学生来“种田”

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这是一幅属于湖州的丰收

画卷。

时间的指针拨动到21

世纪，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无人化工厂悄然

出现，数字经济渗透人们的

生活，消费变得多元，全球经

济相连而撕扯。视野落到农

业农村，蝶变愈加明显，几千

年的种田模式不断向机械化

转变，养蚕、养鱼，甚至羊与

鸡，都在工厂内快速生长。

当农业变得更新奇，我们该

如何破浪追风？

在湖州，一个现代化

农业农村的标本正浮出水

面。从数据来看，这里成绩

显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连续三年全省第一，

获得了省委省政府首届“神

农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均连续四年居全省第一，农

业现代化综合评价连续六

年全省第一……

从微观样本来看，这

里更显示出生机不断：善于

变革的农人开启了陆基养

鱼新模式，换个地养鱼让鱼

价倍增；“未来农场”里湖羊

从小戴“身份证”，母鸡喂食

到鸡蛋打包用一条输送带

连接；农创客开的咖啡馆一

个月卖出3000杯……一幅

村美人新的画卷，让无数城

里人开始羡慕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

全面的”。一年以来，湖

州扎实开展“在湖州看见

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

实践，现代化乡村的蓝图

正渐行渐近。

“轻轻敲开五四花窗，花海波浪微
微荡漾……”初夏的早晨，德清县莫
干山镇五四村文化中心内歌声嘹亮。
推开窗扉，只见水杉翠绿、月季绽
放，整洁道路上，5G无人驾驶公交车
畅行村道，健康驿站内村民与省内专
家远程会诊……

“如今美得像花园，过去却是垃圾
随地丢，污水满地流。”村干部感慨
道。2003年6月，五四村第一时间响
应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当月关停3座矿山，拆除15家生猪养
殖场，清理违章建筑超2万平方米。
眼下，五四村美人和、项目沓来，正
在争创全国4A级景区。

20年来，浙江“千万工程”的春
风吹拂南太湖畔，湖州914个行政村
铺展画卷，落成一幅幅村美人和的画
卷。如今，湖州已在全省率先实现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县全覆盖，去年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61，成为全国
城乡发展最均衡的地区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我市持续迭代升级美丽乡村建设。从“村村优
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1.0
版，升级为“一处美向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
美、外在美向内在美、环境美向发展美、形态
美向制度美”的2.0版，如今正迈向“百村示
范、千村共富、全域和美”的3.0版。

和美乡村，既要美又要富。在安吉县孝丰
镇白杨村金鸡岭的山顶上，一个废弃石矿被打造
成火星营地。换上宇航服，就能体验登陆火星的

感觉。近年来，白杨村找到独特发展之
路——依托春风·白杨乡村经营品
牌，引入民宿、营地等文旅项目。
2019年到2022年，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从30万元增长到366万元。

让村集体经济有更多源
头活水，湖州市正实施新时
代“八业千亿”乡村产业
提升行动，推进乡村产业

跨界融合，发展特色研学、
露营基地等新业态，加快建

设和美乡村。今年上半年新引
进千万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112

个、完成投资33.32亿元。 文/徐震
本版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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