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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数字乡村发展新机遇

梁

婧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

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

建设指南 2.0》，按照“建什

么、怎么建、谁来建”的思

路，从建设内容、建设方法

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

数字乡村建设框架。数字

乡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

手，更为全国各地发展智

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 ”提 供 了 新 的 机 遇 和

可能。

如 何 更 好 地 让 数 字

经济在乡村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各地在行动。比

如，山西省将遴选一批乡

（镇），在升级数字基础设

施 、创 新 发 展 智 慧 农 业 、

探 索 数 字 经 济 和 网 络 文

化新业态、打造数字治理

新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效

能等方面开展试点建设；

重庆市提出开展“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抓 好“ 邮 运 通 ”试 点 。 各

地 的 探 索 和 经 验 值 得

借鉴。

加 强 数 字 农 业 发 展

的 顶 层 设 计 和 统 筹 协

调。近年来，我国发布了

《数 字 乡 村 发 展 战 略 纲

要》《数 字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规划（2019—2025 年）》等

政策，为各地数字乡村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

机 遇 。 各 地 经 济 发 展 不

平衡，数字发展有快有慢是实际情况。以数字带动

乡村振兴，需发挥好各级政府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

优化顶层设计，打造多元治理结构。东部地区的数

字技术、市场和产业优势显而易见。西部地区的低

成本和资源优势也不容小觑。可引导各地区之间形

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促进机制。

做好“软硬”兼顾，将科技和人才作为关键抓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造数字乡村可以科技为

底，强化农业设备支撑，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大力

发展农业新业态，加快数据要素流转，使得数字技术向

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治理、服务等全面渗透，逐步实现

乡村数字化，从而打破城乡数字壁垒，进一步畅通城乡

经济循环。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数字乡村要靠人

才。各地可通过引导“新农人”返乡就业创业和提高农

民积极性等措施，进一步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

力。同时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与知识更新，提供就

业帮扶信息，提高技能素质，增强农民适应数字时代的

能力，授人以渔。

建设数字乡村需要久久为功。以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5G、AI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进步是全球

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重要的新动力。如今，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三农”服务的各个环节，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

慧大棚等新型农业生产载体建设蔚然成风。这些变化

正促进乡村生产生活更加便捷高效。今后仍需持久用

力，推动数字经济在广袤乡村开花结果，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辽 宁 做 强 滨 海 文 体 旅 产 业 带
近日，在辽宁大连庄河市石城岛上，“五色

海”特色民宿创办者苏艳玲引导游客们抓螃

蟹、捡海螺。

“你看，这是我新打造的‘彩虹阶梯’，非常

适合打卡拍照。”苏艳玲向记者介绍她新建的

设施，“发展滨海旅游，离不开投资。多亏农行

大连庄河支行帮忙办理了民宿投放专项贷

款。我用这些资金修建了更好的文旅住宿设

施，给游客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体验。”

进入 6 月，海岛游成为许多游客到辽宁旅

游的首选，一批海岛民宿预订火爆。这是辽宁

滨海文旅精彩纷呈的缩影。如今，山海之美、

文体之韵正为辽宁振兴发展增光添彩。

5 月 25 日，2024 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

发展大会在大连召开。辽宁省委书记郝鹏表

示，做深、做足、做精滨海、边境、红色、冰雪等

特色项目，加强与兄弟省份交流与合作，探索

形成文体旅融合发展的“辽宁模式”与“辽宁经

验”。辽宁省副省长郭彩云就《辽宁省打造高

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指导意见》作出说

明。政策和相关举措的接续为做强做大滨海

文体旅产业带提供了有效支撑。

以大连为龙头，以锦州、葫芦岛、盘锦等沿

海城市为支撑，辽宁正聚焦打造“蓝色引擎”，

做强做大滨海文体旅产业带。

沈阳游客石颜是滨海旅游爱好者。“我们

辽宁有长长的海岸线，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

源。今年我已经来大连旅游 3 次，打算等夏

末秋初从沈阳自驾到盘锦看看红海滩，再去

锦州海边吃烧烤，然后到葫芦岛兴城海滨享

受下柔软的沙滩，把辽宁的海岸线好好转一

遍。”石颜说。

大连是辽宁滨海旅游的重要城市，而西岗

区、旅顺口区又是大连的旅游热门区域。大连

市西岗区发改局副局长李理说，西岗区依托傅

家庄区域“山、海、滩、岛”优质生态资源，实现

山海一体、陆岛联动，打造“看山海、游城市、品

人文、观风景”的精品线路，提升南部生态文化

旅游湾区观光功能和景区品质。推进大连森

林动物园、莲花山观景台、“大连之星”摩天轮、

傅家庄公园等景区贯通互动，打造滨海旅游产

业西岗品牌。大连市旅顺口区文旅局副局长

任金波介绍，旅顺口区计划以海洋文化为核

心，以塔河湾欢乐海岸、开世航海时代、黄渤海

分界线、月亮湾等滨海旅游为载体，打造沉浸

式滨海旅游体验项目，增强塔河湾文旅项目吸

引力。

来锦州体验“滨海+烧烤”，在葫芦岛东戴

河海滨休闲疗养，去盘锦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已成为大连市民徐瀚的新体验。“我虽然在大

连海边长大，但辽宁各个城市的海滨旅游资源

各具特色，我也想去感受下省内其他海滨城市

的海风。”徐瀚说。

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丹

丹说，锦州将高质量推动“滨海旅游+”发展。

聚焦“滨海+体育”“滨海+温泉”“滨海+烧烤”

“滨海+会展”等多行业融合发展，推进滨海旅

游产品体系升级。打造滨海旅游在亲子、研

学、户外运动、会展、康养等领域深耕，持续推

动滨海旅游的高质量转型，形成滨海旅游新

格局。

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局长姚越表示，葫芦

岛坚持“北方黄金海岸、四季康养胜地”的文旅

品牌定位，全力建设百亿元级文旅康养产业集

群，利用海岸线资源优势，打造 4 个海滨休闲

集群，分别为东戴河海滨休闲集群、兴城海滨

休闲集群、龙湾海滨休闲集群、葫芦古镇海滨

休闲集群。

“盘锦强化以滨海湿地为核心的文旅产品

体系建设。充分依托‘天下奇观红海滩’等自

然资源优势，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和文旅市场

消费新热点，增加多样化、常态化、全季化产品

供给。”盘锦市文旅局副局长毕志明表示。

统计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辽宁共接待

游客 102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4%；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77.6 亿元，同比增长 51.7%。

□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湖北襄阳——

万 亩 茶 园 富 百 姓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6 月 2 日清晨，湖北襄阳南漳县李庙镇的天

池山千亩有机茶园里，20 多名采茶人员散布其

间，采摘的鲜叶用来炒青并制作红茶。

南漳县是襄阳高香茶的主产地，茶园面积

10.5 万亩，其中有机茶认证 1.5 万亩，茶产业综合

产值达 11 亿元；通过建立联农、带农机制，以“合

作社+农户+基地”形式带动全县 1.1 万户茶农种

植茶叶，实现户均增收 6000 元。

湖北天池山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方艺睿说，凭借“有机”与“高香”的双重优

势，茶叶品质好，品牌也做起来了，每年收益上千

万元。

在保康县城关镇九皇山村，4300 亩茶园长势

喜人。该村选用有机肥，人工除草，按有机茶标

准种植、管理，茶叶供不应求。

谷城县探索“品茶+旅游+研学+康养”发展

模式，以茶文旅融合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开发

茶文化旅游线路 4 条，推出一批茶公园、茶庄园、

茶博园和研学实践路线。

襄阳拥有 3000 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是“万

里茶道”重要节点之一。近年来，襄阳将茶产业

作为全市十大重点农业产业之一，努力实现以一

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此前，因为没有统一品牌，襄阳茶企各自为

政，茶产业缺乏市场竞争力。2012 年，该市推出

“襄阳高香茶”区域公用品牌，茶企从“单打独斗”

走向“抱团取暖”，茶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襄阳市启动茶园提质计划，向“全域

有机”挺进。推广适合本地

生 长 的“ 福 鼎 大 白 ”“ 中 茶

108”等无性系优良品种，鼓

励发展高标准茶园，改造老

旧茶园，普及茶园改水、改

肥、改树、改土等技术，每年

开展技术培训，提升种植管

理水平。5 年来，襄阳改造

高标准茶园 15 万亩，累计认

证有机茶园 20 万亩。

襄阳还全面推广应用标

准化、清洁化、连续化加工技

术，对新厂房、新设备符合

“襄阳高香茶”加工规范要求

的，最高给予 30 万元奖补。

襄阳市农科院与市茶叶协会

联合编制了襄阳高香茶加工

技术规程，对被授权使用“襄

阳高香茶”区域公用品牌的

经 营 主 体 给 予 奖 补 。 经 过

3 年努力，襄阳有六成茶企

完成改造。其中，使用“襄阳

高香茶”区域公用品牌的 47

家企业，全部实现标准化、清洁化生产。

襄阳市高度重视品牌推广，每年组织企业参

加杭州茶博会、武汉农博会等国内外各类展会，

湖北汉家刘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竹林翠峰

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企业率先“走出去”。

去年，全市实现茶叶出口近 1 亿美元，再创新高。

襄阳市政协主席、茶叶产业链链长李诗告诉

记者，该市组建产业链工作专班，累计投入超 3 亿

元财政资金，聚焦强基地、强加工、强科技、强品

牌、强主体、强流通等关键环节，推动茶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茶产业已成为襄阳特色产业之一。

目前，襄阳茶园面积近 50 万亩，干茶产量

2.1 万吨，培育加工企业 330 家，综合产值达 80 亿

元，带动包括茶农在内的约 50 万人增收。

新材料牵起京津冀协同创新链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将打造石墨烯特色产业集群列入发展目

标、北京先进材料产业促进会落地燕山、京津

冀碳谷北京产业园签约招商⋯⋯作为北京市

唯一的新材料产业聚集地，房山区已经在新材

料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大背景下，房山区用先进材料串起区域协同创

新链，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推动石墨烯产业集

聚，持续激发区域政策牵引力和产业新活力。

房山区是首都西南门户，距北京市区 20

公里、距大兴机场 50 公里、距雄安新区 70 公

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区位优

势。新材料是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基石，石墨烯

甚至被誉为“新材料之王”。《北京市“十四五”

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和《北京市促进未

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将以石墨烯为代表

的新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努力在原始

创新、产业集聚、京津冀协同以及国际合作等

多个关键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将石墨烯培育成

为北京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未来产业。

6 月 2 日至 5 日，第六届京津冀石墨烯大

会在房山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广东等地的 40 家新

材料企业，展示了石墨烯锂电池材料、石墨烯

固态均热板、石墨烯智能传感器、石墨烯超级

润滑材料、新能源汽车石墨烯发热座椅、聚合

物材料、氢燃料电池等 200 余件新产品。

“在北京，看材料要看房山；在京津冀，看

材料的研发和产业链的发展，还是要看房山。”

会上，北京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利军的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房山在

新材料产业的影响力。这家集石墨烯研发、制

造、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2021 年从外区迁入燕山脚下的石墨

烯种子园（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石墨

烯种子企业孵化器）。

“新材料企业云集房山，形成了北京与京

津冀系统性链条的牵引。”陈利军说，落地房山

后，企业快速发展。石墨烯大会展示了石墨烯

技术的突破性成果，也搭建了与全球顶尖科研

机构、行业领导者及潜在投资者深度交流的

平台。

因石墨烯“聚首”的，不乏远道而来的朋

友，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院长

潘登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研究院有很多项目

陆续落地房山。这次带来了增强抗菌特性、导

电、耐高温、防火等高新石墨烯树脂材料。”他

坦言，来房山，便于服务上游石油化工企业，同

时承接一些新需求，为下游一些高端应用需求

做改性、产业提升，“我们带来的项目可以在半

导体、高端医疗等很多产业方向上实现提升”。

作为今年石墨烯大会的一大亮点，京津冀

碳谷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三地政府将依托各

自产业基础和特色，共同推进相关产业布局与

优化，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多赢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河北省将重点布局石墨烯粉体产业发

展等重大项目；天津市将聚焦石墨烯润滑材料

研发应用等关键领域；北京则将持续加强石墨

烯创新引领，赋能京津冀碳材料产业发展。其

中，京津冀碳谷北京产业园区将以石墨烯、碳

纳米管及碳纤维材料为核心，发挥京津冀三地

资源优势，着力构建一条涵盖先进碳材料研发

孵化、部件及器件设计与制造、原材料供应的

完整产业链。

“燕山地区聚集石墨烯材料、新型显示材

料、氢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大力推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地区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燕山办事处副主任黄文胜告诉记者，他们

以石墨烯种子园为载体，建设石墨烯中试、加

速和产业化协同创新平台，取得了石墨烯种子

园启动运营、成立石墨烯领域创投基金等重大

成果。

目前，石墨烯种子园已入驻企业及平台

16 个 ，孵 化 出 国 家 级 、市 级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3 家。今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标准化厂房建设

项目验收后，首批意向入驻石墨烯等产业项目

15 个，预计总投资 7.6 亿元。

在房山，与石墨烯有关的消息不断传来：

北京先进材料产业促进会揭牌落地，服务诸多

前沿材料领域；作为注册在北京的国际性标准

化组织，国际碳材料联盟工作委员会揭牌，为

全国碳材料领域构建开放性与前瞻性的国际

交流合作平台；为进一步推动石墨烯产业发

展，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与江南石墨烯研究

院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级中试及孵化基地⋯⋯

房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蔡禄鹏告诉

记者，近年来，房山区充分发挥石墨烯材料在

新材料产业中的优势，聚焦发展以石墨烯为代

表的纳米材料、以新型显示材料和集成电路材

料为代表的电子新材料、以储能电池材料和储

能安全材料为代表的新型能源材料，全力打造

先进基础与关键战略材料产业集群。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夏 祎

湖北襄阳谷城县五山镇茶园，农民在采摘新茶。 杨 东摄

位于北京房山

的石墨烯种子园一角。

（资料图片）

日前，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浩智增程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

增程器。近年来，淮南市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将新能源汽车作为首位产业布局，

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建设，现已集聚 4 家整车制造企业、200 余家核心总成及零部件

企业、100 余家后市场企业。 陈 彬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