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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至 12日，2024年全国数字乡

村创新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山西省大同

市举行。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负责同志，

有关省（区、市）网信、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

志，大赛拟设场景地区负责同志以及投资机

构代表、参赛代表、媒体记者等 400余人汇

聚一堂，共同见证优胜者的诞生。

12日，大赛组委会举办投资机构见面会

以及观摩、展示活动，与会嘉宾对“数字云冈”

进行实地采风，并实地观摩了西谷庄村“北斗

导航 +智慧农业”、唐家堡村“智慧黄花基

地”、坊城新村“5G+数联网智慧云州综合平

台”；观看数字乡村成果展巡展，进一步推广

典型案例，共享数字乡村建设创新成果。

“北斗 +智慧农业”
玉米种植实现智能化、精准化、标准化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在国家安全、交

通物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在农业领

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由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指导的“北斗 +

智慧农业”支撑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试点坚

持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高产高效

集成，实现“良智”引领，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良制“五良”配套，结合有机旱作农业节

水滴灌、整建制单产提升以及玉米“吨粮田”

创建等项目进行。

在“北斗 +智慧农业”试点实施过程中，

重点布设了北斗无人驾驶设备、导航设备、

气象站设备、病虫监测设备、土壤墒情监测

设备、苗情监控设备、水肥滴灌控制等 7类

智能设备，构建“5G+玉米生产指挥系统”

“5G+玉米生产管理系统”两大信息系统，推

广应用了精播密植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

绿色防控技术、一喷多促技术等四项现代农

业信息技术，基本实现了玉米种植智能化、

精准化、标准化。

通过“5G+玉米生产指挥系统”，可以看

到大同市玉米整体生产情况。其中有土地资

源、作物分布、长势监测等情况，通过对试点

各项资源信息进行有效的归集，借助物联网

设备，以一张图的形式直观展示，为分析决

策提供依据。

与之配套的“5G+玉米生产管理系统”

主要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等技术，实现玉米生产数字化、智能

化管理。

黄花搭上物联网
变身乡村“致富花”

2020年，云州区入选国家首批数字乡

村试点地区以来，云州区委、区政府立足云

州区资源禀赋和农业产业发展现状，根据

“黄花生产、加工、销售 +科技”等战略定位，

综合利用 5G数物联网等技术，精心打造智

慧黄花项目。通过信息科技赋能，持续夯实

产业基础，提升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不

断巩固大同市在全国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的引领地位。

近几年，云州区重点推广了蓄水保墒、

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

同时运用无人机、旋耕机、除草机等农业机

械，使黄花标准化种植和智慧化、科技化程

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智慧黄花产业园土壤—作物—环境—

病虫害智能感知的农田生产环境自动监测

系统（“四情”监测系统）是黄花物联网智能

站中的重要一环，实现了对土壤墒情、农田

气象、作物长势和病虫害信息的实时、长期

数字化采集与可视化管理。

5G数联
串联云州全区智慧网络

在黄花坊城产业园，5G数联网智慧云

州综合服务平台吸引了来宾的注意。

2020年，云州区入选国家首批数字乡

村试点地区，四年来，云州区通过旧设施的

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及新的智能化物联网终

端建设，共建设 120多座物联网智能站，建

立了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的收集、

整合和共享应用，平台页实现了三级管理，

在智慧黄花、智慧林业、智慧国土、智慧消防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智慧黄花农业平台运用物联网、云计算

和大数据等技术，围绕黄花全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实现黄花产业的生产智能化、管理数

据化、经营品牌化。该平台共分为园区概况、

大田环境、作物监测、合作社、病虫害、产品

监管六个部分。系统投入使用后，年亩均减

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20%，节肥费用约 60万

元，水肥自动化节水收益 25万元。黄花亩产

从不足 1000斤增加到 2000斤左右，亩均销

售收入增加 1134元。

智慧林业通过双目热成像摄像头、遥感

卫星数据相结合的智慧林业防火监测系统，

全面提升火情预警、态势分析、指挥决策等

方面的能力，实现林业系统“数字化、高清

化、智能化”管控要求。

系统对全区 396名护林员通过 APP分

片区网格化信息管理，先后对野外违规用火

人员处罚教育 78人次，做到问题早发现、早

处置，云州区近三年无重大火情发生。

在防火特险期内，可对各乡镇发生火情

的数量进行日统计、周汇报、月汇总，为政府

提供决策依据。

智慧国土是基于高点位的高清摄像头

和自动识别算法技术，对各类私挖滥采行为

进行智能管控，提高出警时效，提供执法依

据，提升职能部门监管能力。

如监测到私挖乱采现象，会立即将预警

信息推送到管理平台和相关人员的手机

APP上，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

交通卡口模块可对进入监控区的卡口

车辆实施 24小时不间断监控，可以清晰地

看到时间、车牌等信息，对违法可疑车辆进

行追溯查询，提供后期执法依据。

智慧消防则是通过整合林业、农业水源

点位，建立消防水源一张图，为扑救偏远地

区火灾，供消防车取水，提供了智能化定位

服务。

此外，在一些特殊场景（养老院、颐养之

家）安装了烟感报警设备，能实时检测房间

内的烟雾浓度，一旦烟雾浓度超标，就会自

动发出高分贝报警声，不但能提醒老人注意

屋内有险情，还可以引起周边人员注意，为

突发情况下的报警和逃生争取时间。打开报

警列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报警推送时间，

以及处理情况，形成闭环管理。

5G数联网智慧云州综合服务平台通过

系统的融合、设施的共享、数据的融通，提升

了云州区黄花全产业链智慧化水平，提高了

各领域社会治理效能，有效推动了云州区数

字乡村建设。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创新引领乡村未

来。在科技的加持下，数字化正在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乡村的治理模式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透过大同市智慧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得

以窥见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新方法。如今，数

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力量，相信在未来，伴随科技的不断更迭发

展，能够不断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

度融合和创新应用，让数字红利更大范围惠

及广大农民，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黄晶李恒灵

太原市中医医院康复一科

开展“重阳敬老 关爱常在”健康活动

省针灸医院针灸基础支部医护人员

情系养老院 义诊送健康

长治市中医医院

岐黄薪火绘金秋 童心敬老暖重阳

省老年医学学会联合太原市迎泽区中心医院

举办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中盛煤业

狠抓现场安全管理 确保安全生产稳定

富士康太原园区工会

“富工体育节”篮球赛落幕

洪洞县赵城镇官庄村

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激发基层党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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