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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记者 刘烨恒/文 兰雷伟/图

今年上半年，遂昌 GDP 同比增长 18.9%，增幅

居浙江山区 26县首位；固定资产、生态工业投资增

幅等 14 项指标位居丽水市第一，39 项指标居全市

前三。经济指标“超常规”逆袭的背后，是遂昌以

数字化改革为总牵引，坚持数字赋能、改革破题、

创新制胜，创新实践山区县生态化数字化路径、谋

求“换道超越”的探索。

数字经济探索“换道超越”新方式

多年来，遂昌深入践行“两山”理念，逐“绿”前

行，点“绿”成金，不断拓宽生态发展新路。但在科

创能力、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品质等方面仍存在较

为明显的短板。

要想突破桎梏，谋求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从思

想上进行破冰。2019 年，遂昌县委十五届七次全

体（扩大）会议号召广大干部冲破观念藩篱，打开

思维格局，以发展数字生态经济开辟新赛道，探索

山区县跨越式发展新路径。

“天工之城-数字绿谷”应运而生，以此为平

台，遂昌坚持以市场化导向引进了一大批头部数

字经济企业。数字绿谷入选省重大产业项目名

单，遂昌还被列入首批省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省级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县创建名单。

在招商过程中，遂昌县政府还要求与入驻企

业签订对赌协议，以保障生态与产业的有效转化。

截至7月底，“天工之城-数字绿谷”已注册市场

主体 606家，其中 220多家为数字经济企业，社会资

本合同投资额近80亿元，已落地实施逾14亿元。

因大量企业人员和建设人员的涌入，今年上

半年，“天工之城”核心区湖山乡的餐饮业营收增

幅达 1000%；聘用当地临时工的工资也从原来的

100元/天增长至 200元/天。

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的入驻还引领了本土企业

的数字化改造。宇恒电池有限公司近期投入 2500
万元完成了第一期数字化工厂改造，生产效率和产

能分别提高 20%和 30%，产品批量合格率从 92%提

升至99%以上，企业毛利润也大幅提升至约30%。

目前，遂昌县已基本完成首批 11 家试点企业

数字化改造，计划三年内全面完成 86 家规上企业

的数字化改造。

数字浪潮打开富民产业想象力

数字化的浪潮，不仅推动着大城市的发展，小

山村一样可以乘“云”而上，享受技术变革的红利。

新路湾镇蕉川村是我省最大杂交水稻制种基

地的核心区域。2020年，蕉川村制种 1237亩，产量

21 万公斤，产值 517 万元，制种收入占全村百姓人

均收入的 90%。

今年，老稻田迎来新变化：阿里巴巴集团与遂

昌县合作在蕉川村创新设立了未来乡村数字驾驶

舱，通过“一杆农业眼”等监控设备采集稻田承包、

产量与规模信息，打造了覆盖稻谷从育苗到成熟

的全周期、全地域生长环境监测体系，实现了产

量、品质的双提升。

“一杆农业眼”的感知设备实现了土壤温度、

土壤电导率、土壤 pH 值、二氧化碳含量等土壤关

键指标解析，并结合气象指标实现生长环境整体

预判，指导农户及时进行农事干预，让杂交水稻育

种告别了过去的“看天吃饭”。

蕉川村“一杆农业眼”运行以来，指导着农民

进行精细化耕作，预计今年可增产 15%，可实现销

售收入 780万元。

茶叶是遂昌主要产业之一，全县茶叶种植面

积近 13 万亩。在大柘镇数字茶叶创业园，通过数

字赋能实现产业规模效应的改革正在推进。

总投资 1.6 亿元、总面积 5.86 万平方米的茶叶

数字加工厂（一期）正在建设，该厂集茶叶数字化

加工、检测、包装、仓储、物流为一体，通过标准化

生产线吸引茶叶加工企业入驻、购置数字化茶叶

加工设备，打造现代化的数字农业园区。

园内还将建设高山名茶电商创业园，完善茶产

业电商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已有大型电商进

驻运营并提供公共服务。遂昌还与中国农科院茶

叶研究所合作，对茶叶样品的品质特征成分进行数

字化分析，形成茶叶质量追溯的完整体系。

数字创新绘就乡村发展未来式

近年来，遂昌将数字化改革下沉到基层末端，

以数字赋能，拓宽乡村发展通道。

走进位于妙高街道上江村 2000 平方米的数

字 乡 村 物 流 中 心 ，所 有 进 入 遂 昌 的 快 递 在 这 里

统 一 分 拣 ，再 根 据 区 域 配 送 至 山 区 乡 镇 老 百 姓

的 家 门 口 ，并 帮 助 千 家 万 户 的 农 产 品 上 行 变 现

增收。

为破解农村物流配送中的快递进村和农产品

上行问题，遂昌引入“数字物流”概念，率先建设全

省首个数字乡村物流中心，实现县-乡-村三级物

流体系共配。中心设有 201个快递分拣落口，一一

对应遂昌县 201个行政村，不同快递品牌的派件落

入同一目的地村的分拣口后，邮递员将带着所有

品牌的快递进村代派，返程时，邮递员将代收代寄

村民的快递或带回网销的农产品。该项目将实现

农村快递投递成本下降约 20%以上，可切实帮助

农民每年节约至少 1000万元的成本。

其实，数字乡村物流中心只是遂昌数字赋能

未来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目前，遂昌县数字乡

村平台已在新路湾镇蕉川村、大柘镇大田村和湖

山乡湖山村试运行。

基于该平台，遂昌的数字民生服务实现了城

乡同享，整合了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 常

用 服 务 事 项 ，村 民 通 过 手 机 可 一 键 查 询 惠 农 资

金、涉农补贴、农村家宴、公交信息等，也可以一

键办理社保、民政、公安、卫健等系统的服务事

项，村民还能不离村获得上海、杭州等地大医院

的 线 上 诊 疗 ，对 不 方 便 办 事 的 村 民 可 以 一 键 代

办、一网通办。

下一步，遂昌将扩面至 48 个村推广数字平台

应用，内容覆盖涉农数据归集、数据库建库和数据

治理工作等，以数字乡村驾驶舱的形式宏观呈现

和推动全县农村、农业发展。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兰荣霞 梅明益

本报讯 8月 31日，云和“流动供销致富车”启

动运营，16辆“致富车”覆盖全县 289个自然村，将

为山区百姓提供生活用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农合

联服务进村入户等 10余项暖心服务。

眼下，正值高山蔬菜采摘期，服务人员每隔一

天都会准时到服务点收购高山蔬菜。在距离县城

60多公里的崇头镇大垟村水澳头自然村，“流动供

销致富车”隔天一次的上门收购，是老人们最开心

的事。

“我今天卖的农产品种类很多，有珊瑚菌、黄

瓜、西红柿等，应该会有三四百元收入。”今年 70
岁的季炳乾，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他闲暇时喜欢种

些瓜果蔬菜。

在云和，像季炳乾这样的留守老人有 8500 余

人，其中偏远山区留守老人 6650人。

2020年，云和县供销总社开始探索实施“三助

公益服务”制度，以实打实的行动助推山区农村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大多留守老人平时也会从事农业生产，种点

瓜果蔬菜，养些鸡鸭等家禽，在满足自身需求基础

上，富余部分对外销售以增加收入。‘流动供销致

富车’正是应这一需求诞生，负责帮忙收购留守老

人的农产品，大大提高了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云和县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李叶平介绍，

在服务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很多留守老人有劳动

能力，家中时常会有剩余的农副产品。

为此，云和县供销合作总社实地走访调研，根

据老人们的需求，在“三助公益服务”制度基础上，

全新推出了“一保两促、三车并驱”的“流动供销致

富车”，通过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农合联服务

进村入户等多项服务举措，满足山区留守老人的

生产生活需求。

为让“流动供销致富车”更好地发挥作用，供

销总社工作人员组成帮帮团，每月将对各村进行

走访，收集村民们的需求和意见。

从服务留守老人到服务山区百姓，现在，“流

动供销致富车”已覆盖三乡三镇四街道，不仅让山

区百姓有收入，还规范了全县从事流动经营的个

体工商户，实实在在让云和百姓劳有所得、富有所

盼。

“我们也出台奖励措施、奖励办法，让他们提

供服务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一定补助，确保‘致富

车’持续、长久地延续下去。”李叶平表示。

蕉川村蕉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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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

数字赋能加速山区共富路径探索

云和“流动供销致富车”

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