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6月28日 星期六

经济专刊 我为安全作贡献我为安全作贡献 安全为我保平安安全为我保平安
经济专刊部主办 组版：张文慧 责编：温宇晗 校对：孟柯妤 电子信箱：l lrbjjb@163.com

论坛三农
一段时间以来，河南、浙江等地通过拓展

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积极布

局智慧农业。智慧农业可以充分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装备等技术

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

化，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重要体现。

智慧农业已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趋

势。一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积极加速布

局智慧农业，例如德国推进智慧养殖技术，荷

兰深耕智能温室农业，日本发力小型智能装

备研发等。我国智慧农业起步较晚，但发展

势头强劲，从数字育种到智能农机应用，再到

伏羲农场试点突破以及畜禽养殖数字化与规

模化协同推进，成绩和亮点颇多。数据显示，

我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由 2017年的 387.74亿

元增长至 2024年的 1000亿元左右，年复合增

长率约 15%。中央和地方不断推出加快和支

持智慧农业的政策举措。此前印发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意见》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发展智慧农业。同时，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统

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平台。

不过，我国农业长期以小农户分散经营

为主，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数据质量不

高、智能技术普及率较低等问题仍然存在。

进一步释放我国智慧农业潜力，要统筹施策。

完善智慧农业支撑体系。强化智慧农业

政策顶层设计，依托现有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

“四梁八柱”政策框架，优化战略定位与目标任

务，细化配套政策体系，如强化农业产业融合、

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对智慧农业的倾斜力度，

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对智慧

农业技术研发企业实施税费减免等，以形成跨

部门跨领域的政策支持合力。持续完善金融

服务体系，以国家财政投入为引导，统筹政策

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资源，加大对农业科

技创新企业的信贷支持，构建多元化智慧农业

投融资生态。强化人才保障，推动高校、科研

院所调整学科结构开设智慧农业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梯

度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和终身培训机制，培育适应智慧农

业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新农人”。

夯实智慧农业数据底座。深化农业农村数据资源整合，

在分类推进智慧水利、交通、电网、冷链物流等新基建的基础

上，制定统一的农业数据采集传输标准，拓宽遥感、物联网、

互联网等多元数据采集渠道，完善数据采集、加工、管理、流

动、应用全链条管理制度。要加快构建跨层级跨业务的农业

农村大数据平台，嵌入智能分析与动态风险评估模型，把细

碎分散的农业小数据汇聚为系统性、实时性大数据，以数据

破解行业痛点、提升生产效益。比如，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

李家坑村的村民以手机为“新农具”、数据为“新农资”，无需

下田即可通过“田间智慧农业系统”智能调节灌溉量与施肥

比例，极大提升了农业作业精度和效率。要健全数据互通共

享机制与交易管理制度，培育数据交易市场，促进数据流通

共享与协同开发。借鉴浙江“乡村大脑”数据平台的构建模

式，从源头上统一数据格式、语言体系等，打通“数据孤岛”，

为省市县三级提供统一、权威、标准化的数据服务支撑。

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农业发展路径。发展智慧农业需立

足我国地域广袤、气候资源多样、农业品类丰富的国情，因地

制宜分类推进。在北方平原地区，依托广袤土地与规模化优

势，智慧农业发展可聚焦“无人化农场”建设，推进大型农机

智能化改造，集成大面积农田遥感监测与精准农业决策系

统，构建数据感知、智能决策、精准作业的全链条体系，赋能

粮食生产高效安全。探索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大力

培育各类农业服务组织，借助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把先进

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高效引入农业领域，

提升智慧农业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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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漫山樱桃红，

振兴正当时。近日，孝义市下栅乡第七届

“樱桃红了”群众文化活动圆满收官，这场以

鲜红党旗为指引的盛会，累计吸引 3.2 万人

次游客纷至沓来，不仅成为“党建+产业”融

合发展的标杆，更生动诠释了基层党组织在

乡村振兴征程中的硬核担当。

红色引擎驱动产业升级，“链”出发展新

动能。在下栅乡，“红色产业链”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乡党

委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三级联动机制

为抓手，将宏源种植合作社打造成党员示范

田。20余名党员技术骨干化身“樱桃红先锋

队”扎根田间，从选种育苗到施肥修剪，全程

进行标准化种植指导，让每一颗樱桃都凝聚

着党员的匠心。与上栅村研学基地的共建，

更是将红色文化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樱

桃树下微党课”“农耕体验忆初心”等特色项

目，让游客在采摘樱桃的同时，接受红色精

神的洗礼。到村工作大学生则变身“云端店

小二”，搭建“助农直播间”，凭借创新营销，

让农产品销售额同比飙升 45%，实现了从

“田间”到“云端”的华丽转身。

织 密 党 建 网 格 ，“1+3+N”体 系 护 航 活

动。为保障活动顺利开展，下栅乡党委以

“党建+产业+民生+文旅”为核心思路，统

筹 乡 干 部 、村 党 支 部 、合 作 社 党 员 骨 干 力

量，成立“活动临时党支部”，建起“1+3+N”

党 建 工 作 体 系 ，推 动 各 项 工 作 高 效 落 实 。

“1 个核心统筹”，乡党委牵头成立活动专

项领导小组，整合农业、研学、文旅等多方

资源，设立 32 个党员先锋示范岗，从采摘

引导到直播助农，党员的身影贯穿活动全

流程，成为最亮丽的风景线。“3 级联动机

制”层层压实责任，乡党委统筹全局，村党

支部精准执行，党员示范户带头冲锋。宏

源种植合作社樱桃园作为主会场，上栅村

作为分会场，两地遥相呼应，奏响乡村振兴

的交响曲。“N 项惠民举措”温暖人心，通过

“党员联户”，组织 6 名党员对接帮扶村民

进行蔬菜兑换，协调 4 户村民共计 260 平方

米连片房舍作为研学项目场地，目前已经

改造为陶艺工坊与皮影体验区。让发展成

果惠及每一位村民。

多维矩阵激活文旅热潮，打造沉浸式体

验。在“樱桃红了”活动现场，产销联动、研

学拓展、文化融合三大板块交相辉映，构建

起丰富多元的活动矩阵。在产销联动方面，

创新打造“购票即参与，体验即传播”的生态

闭环，抖音售票与线下购票巧妙融入产业溯

源、研学预约等场景，集章手册、研学币兑换

等趣味机制，让游客在游玩中自发成为活动

的“宣传员”。研学拓展环节中，设立了樱桃

采摘、手工木作等 5大特色项目，搭配采摘单

票、研学套票等多样选择，完成全部项目还

能获得“下栅宝”伴手礼，吸引无数亲子家庭

流连忘返。文化融合环节中，由 13个行政村

143 名文艺骨干聚成“红樱乡韵团”，在活动

开幕式上进行表演，演员们就地取材，将樱

桃种植工具化作表演道具。开设了“樱红见

证、时代答卷”主题照片展，分为产业蝶变、

乡村巨变、文旅焕变等 9个板块，立体展现乡

村发展变迁，让游客在观赏与体验中感受乡

村的蝶变魅力。

党群同心共绘振兴画卷，满意度再创新

高。活动期间，村“两委”干部化身“全能管

家”，身着“志愿服务”红马甲，从清晨 7点坚

守到深夜 11点，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入党

积极分子和党员在各个岗位发挥模范作用，

不仅保障活动顺利开展，还带动 6 户村民自

营农家乐、烧烤日均增收超 200元，党群同心

的画面随处可见，“党员红”成为致富的“风

向标”。

活动期间，97%的超高满意度是群众最

真挚的认可，60余条暖心留言饱含着游客的

赞美，其中“增设亲子休息区”“延长直播时

段”等 8 条宝贵建议更是为下阶段发展指明

方向。下栅乡这场“樱桃红了”的盛会，不仅

红了樱桃、火了乡村，更红了群众的心，为乡

村振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栅”里樱红“研”途绽放

孝义市下栅乡“党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日，汾阳市田村日间照料中心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老年群体，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提质改造。在补助资金的大

力支持、社会力量的热心帮扶与村集体自筹资金的共同努力下，田村中心厨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暖胃到暖

心，这一方小小的空间，已然成为田村养老服务的重要阵地，彰显着“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民生温度。

图①为老年人在田村日间照料中心就餐。

图②③为志愿者们穿梭在厨房与用餐区之间，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冯凯治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近日，柳林县以人民为中心，

开展了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将服

务窗口前移，为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的问题。

针对部分残疾人行动不便

的实际困难，柳林县残联结合主

题党日活动，协同该县人民医院

的评残鉴定专家，组成服务小分

队，深入柳林县石西乡好学村、

琵 琶 村 等 村 庄 开 展“ 办 证 到 家

门 服务残疾人”活动。服务队

进村入户，为群众提供“一站式”

的评残鉴定和办证服务。每到

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细致地询

问残疾人的身体状况，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现状。在服务过程

中 ，工 作 人 员 不 仅 认 真 办 理 业

务，更注重为残疾人传递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信心，鼓励残疾人及

其家人要积极面对生活困难，乐

观自信地生活。“办证到家门”活

动，是柳林县服务人民、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行动，打

通 了 服 务 残 疾 人 的“ 最 后 一 公

里”，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便捷、暖心的服务，感受党和

政府的关爱与温暖。

柳林县公安局则为参加高

考和中考的学生开启办理居民

身 份 证 便 民 利 民“ 绿 色 通 道 ”。

柳林县公安局政务大厅积极贯

彻落实上级部门的要求，开通一

系列便民措施，包括无条件就近

办证服务、设立考生专门服务窗

口、24小时户政窗口“不打烊”等

服务，考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

仅需提供身份证号码（换证需提

供旧身份证），即可申办居民身

份证、现场制作临时身份证、当

场开具户籍信息证明。中高考

考 生 可 以 在 办 证 专 窗 ，采 取 延

时、错时、预约等方式接受专门

服务，享受优先接待考生、优先

受理上传、优先对接审核、优先

发放证件等服务，最大限度缩短申领周期。在中高

考期间，政务大厅提供办证的“绿色通道”24 小时全

天候为考生提供服务。

柳林县公安局政务大厅还开展服务进校园办证活

动，只要有办证需求的学校提出要求，他们就前往学校

集中为考生办理身份证，最大程度满足考生的办证需

求。同时，向社会公告了中高考期间的办证服务热线

电话和各服务点负责人及联系电话，温馨提醒各位考

生提前检查自己的身份证，如果发现证件丢失、芯片损

坏或超过有效期，可随时拨打便民服务热线获得服务

和帮助。

柳林县贺昌中学组织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校园 普

法护苗助成长”普法教育活动，为在校学生开展普及法

律法规知识服务，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氛

围。法律服务人员走进学校，以发生在学生身边或是

学校周边的典型案例为教材，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

案释法、以案说法，向在校学生讲解基本的法律法规知

识，现场传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学生欺凌、防拐

骗等安全防范技能，指导学生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运

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学生们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不仅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也通过一些经典案例意

识到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到要学会运用

法律武器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政府服务前进一小步，群众收获一大步。柳林县

开展的一系列主动服务，让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和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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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武，你看这个墙粉刷得亮堂堂

的！”在交城县工行宿舍楼下，居民石玉

壁指着崭新的墙面，笑意盈盈地和邻居

武作才分享喜悦。“可不是嘛，以前路面

坑坑洼洼，现在又平坦又敞亮，住着舒

坦！”武作才的话语里满是对改造后的认

可。这一幕温馨的对话，正是交城县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走进改造后的交城工行宿舍，曾

经斑驳脱落、满是污渍的墙面被粉刷

一新，米白色的涂料在阳光下泛着柔

和的光；破损开裂的路面重新浇筑平

整，车辆、行人往来通行有序；过去杂

乱“蜘蛛网”般缠绕的管线，如今被统

一规整入槽，整齐有序。最让居民们

拍手称赞的，是新安装的电梯。“以前

爬楼梯累得直喘气，搬东西更是费劲，

现在有了电梯，上下楼方便多了！”居

民安润香站在电梯前，难掩欣喜。

与交城工行宿舍相隔不远的交城

石油小区宿舍，也正经历着“蜕变”。

作为有着三十年历史的老小区，这里

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线路凌乱、路面破

损、排水不畅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

“这几年小区问题太多了，盼着改造能

彻底解决难题，让大伙住得更舒心、更

安全。”居民王猛发道出了众多住户的

心声。如今，在该县住建部门的推动

下，交城石油小区的全方位升级改造

正如火如荼进行，曾经破旧的面貌即

将焕然一新。

从“脏乱差”到“净畅美”，从“爬楼

难”到“上下无忧”，交城县的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

境，更提升了城市的品质与温度。截至

目前，交城县涉及 22 个老旧小区的屋

面防水、保温工程完成进度达 98%；市

政工程中的供热、供水、污水及雨水管

网改造完成 70%；车位规划、电动车棚

搭建、安防设施完善等附属工程也已做

好进场准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关乎

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改造前，我

们挨家挨户征求居民意见，结合大家的

需求制定个性化改造方案，确保改到群

众心坎上。”交城县住建局村镇股股长

花俊杰介绍道。在施工过程中，住建部

门加强全程监管，从材料质量到施工工

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既要让老

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更要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随着改造工程的持续推进，越

来越多的“老街坊”将在熟悉的家园里，

拥抱崭新的幸福生活。

交城县

老旧小区“改”出幸福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