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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养猪
新型种养助农富

2 月中旬，春寒料峭，几场雨雪让
黔北山区异常湿冷。

贵州余庆县长坪生猪养殖场负责
人费如芬的手机App“云上畜牧”不断
发出预警信息，提醒他：猪圈里有 70
余头能繁母猪体温异常偏高。费如芬
赶到猪圈查看，看见养殖场里的 500
余头能繁母猪中，不少母猪的耳标亮
起了红灯。

在这里，每头猪的耳标 24小时采
集猪的体温和运动数据，并上传到“云
上畜牧”后台。当猪的体温超过 39摄
氏度，或运动轨迹长时间保持静止，

“云上畜牧”就会主动向养殖户发出预
警信息，并点亮耳标上的红灯。

“以前发现猪生病，往往靠观察
到厌食、拉稀等症状，但此时已错过
最佳治疗期。现在，大数据系统实时
采集猪的体温、运动轨迹数据，可以
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这个系统好比

‘猪医生’，上批猪预警了 200 多次，
帮我们把生猪存活率提高到了 96%
以上。”费如芬说。

有“数”赋能，助力精确种养。贵
州铜仁市通过智慧管控“加码”，让田
间管护有了数据依据。

今年初，万山区高楼坪侗族乡高
丰农业羊肚菌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农
业管控系统。该种植基地负责人蔡芹
说：“羊肚菌对湿度、温度、光照等生
长条件十分敏感，必须保持‘三分阳、
七分阴’，需要随时‘呵护’。以前查
看湿度，靠观察大棚内壁上的水珠，进
行粗略判断。”

现在，通过智慧农业管控系统实
时采集数据，蔡芹在手机上就可以查
看大棚内精确的温度、湿度数据。

“以‘数’为媒，智慧农业正在重
塑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从 凭 经 验 种
养，变成凭数据种养，让乡村产业未
来有‘数’可期。”贵州贵谷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清说。

大数据点燃了现代农业的“星星
之火”，但在当前试点期间，数字技术
覆盖的种植面积、养殖牲畜数量的比
例较小，技术应用场景少、规模化效应
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民改变传统
种养习惯、应用新技术仍需要时间磨
合。

“有的农民不习惯使用App，嫌麻
烦，我们只能不断提醒并培训合作农
户使用 App 进行科学养殖，帮助他们
慢慢养成习惯。”贵州息烽德康家禽养
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县冬说。

当前，推动“大数据+农业”普及，
已成为各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
措。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
说，目前正在制定畜牧业数字经济项
目三年行动方案，规划建设全省统一
的数据采集终端与智能耳标体系，进
一步普及数字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
用，开发更多应用场景，促进农业降本
增效。

传“数”到村
缩小公共服务差距

数据多进村，农民少跑腿。
因长期慢性支气管炎，叠加天寒

受凉，75 岁的贵州息烽县腰寨村村民
任永碧近日住进了九庄镇中心卫生
院。在管床医生黄佑香带领下，来到
该卫生院远程医疗会诊室，接受息烽
县中医医院医生江敏的在线诊疗。

黄佑香参加工作不到两年，临床
经验相对不足，她一边聆听病情分析，
一边请教自己拿不准的诊断思路。隔
着屏幕，江敏一一做出解答。

“通过远程诊疗，在乡镇卫生院看
病，与跑去县城相比，诊断、治疗结果
基本一样，但对老百姓而言成本大不
一样。”九庄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吴元明
说，从村到县城近 40 公里，乘坐公共
汽车单程车票 11元，往返及看病至少

需要一整天。
目前，贵州已实现省、市、县、乡四

级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全
覆 盖 。 贵 州 省 卫 健 委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 6 月以来，全省远程医疗服务
总量突破 240万例次。

村中有“数”，除了医疗服务，农民
找政府办事也越来越便捷。

在贵州余庆县花山苗族乡花山
村，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一张“黔农智
慧门牌”，上面有一个带编号的二维
码。村民用微信扫描门牌上的二维
码，便可看到集聚了政务服务、生活缴
费、基层党建等栏目的页面，点击政务
服务即可进入贵州政务服务网，在线
办理常用的政府服务事项。

“有了数字门牌，村民申请低保、
就业登记等，都可在手机上操作，不用
跑到乡政府或村委会填各种表格。”花
山村村民魏廷福说。

大数据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
距，但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弥合长期以
来形成的鸿沟。农村大数据技术人才
不足，加之有的群众不能熟练使用智
能手机，给农民使用在线公共服务平
台造成了困难。

“在网上办虽可免去跑腿，但证明
资料要用手机拍照、上传，有的需要打
字填写电子表格，不是特别熟悉智能
手机的农村群众，难以独立操作。”武
陵山区一名乡镇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说。

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说，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贵州一方面
正在不断优化网上办事流程，简化操
作步骤，推动移动端政务服务办事智
能化、便利化；另一方面正在加强对农
民的数字技术培训。

依“数”管村
推进治理精细化

农村垃圾怎么管？水怎么管？大
数据进村，促进精细化管理，正在逐步
改变管理粗放的农村印象。

记者在“贵州数字乡村”App管理
后台上看到，覆盖全省 11万多个自然
村的 12万余个垃圾收集点、5981辆垃
圾清运车的运行情况一目了然：当日
下午三点，作业车辆 3502 辆，已清运
垃圾 10873 吨，有部分收集点垃圾存
量已经预警。

“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传送到县
乡有关负责人的手机上，他们接到信

息后会尽快清运处理。”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负责人莫志刚
说。

垃圾及时处理，农村变更美；水务
管理得当，农村则更安全。

息烽县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易
发，当地建设智慧水务系统，对全县
32 座重要水库、7 处重要河道实现动
态监测和快速预警。覆盖全县的 11
处自动雨量站、5 处自动水位站、7 处
自动视频监测站，实时采集水文数据，
并与气象部门 23 个监测站点实现信
息共享。

2021 年夏季，息烽县普降大雨，
智慧水务系统监测到当地永靖河水
位异常，并发出预警。县水务局立即
组织抢险救援队伍到场，及时消除险
情。

息烽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站站
长郑智勇说，2014 年以来，智慧水务
系统共发布山洪预警信息 6 万余条，
成功预警了县域内发生的多次山洪。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大数据政策法
律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可说，“数字
乡村”正在从理论走向现实，逐步改变
千百年来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助力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治理差
距，为西部地区探索实现共同富裕闯
新路。

大数据助力基层治理取得良好成
效的同时，也存在数据条块分割、共享
率低的瓶颈。“省里几乎每个厅局都有
一套大数据系统，要求乡、村采集有关
数据，但各部门间的数据几乎不共享，
这不利于数据的高效流动和科学使
用。”武陵山区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

“应加大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力
度，打通已有分散建立的涉农信息系
统，推动各部门涉农政务信息共享开
放、有效整合。”张可说。

记者从贵州省有关部门了解到，
目前，贵州正在升级完善农业农村数
据采集系统，加快建设农业农村基础
数据库，构建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一张
图”和农业农村大数据分析通用系统。

贵州省委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和技
术处处长令狐丽丽说，作为全国首个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正在积极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以大数据助推
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大数据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记者 欧甸丘 李凡 周宣妮
（新华社贵阳 3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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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

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

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

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

乡村延伸覆盖。

国家推进数字乡村试点

以来，大数据技术在贵州加快

“进村入户”，给乡村发展带

来了新的面貌，为农民增收增

添了新的动力，不仅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提供了助力，还为西

部地区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了新路径。

在贵州省威宁县双龙镇凉山社区的众果农机社会化服务基地，农民驾驶马铃薯自动播种机在
播种。

在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小寨坝镇红岩村，农技人员在葡萄基地进行无人机植保作业。

工作人员在贵阳市白云区食用菌产
业示范园智能菇房内查看菌菇生长情况。

在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脱贫攻坚指挥所网格员吴贤艳（左）与村里的大学女生梁琼英
在直播推介加榜梯田风光。

农民在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贵州江楠
育苗中心管理蔬菜苗，大棚内的温度、湿
度、光照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