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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扫描
本报记者 王玲

“       ”数乡村振兴         你行

最强“大脑”全县有“数”
“我们的数字眉县运营管理

中心，投资 2600 多万元，今年 7

月刚建成。到目前为止，这里共

汇聚了全县各种数据 332 类 2

亿条，为全县数字经济发展和数

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支撑。”12 月 7 日，在新建的数

字眉县运营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说。

在这里，记者看到，偌大的

显示屏铺满整面墙。从这个中

心，可以了解到全县城市治理、

产业经济、民生服务、数字猕猴

桃等各方面的数据，同时还有

街面秩序管理、防汛排涝监测、

秦岭环境监测等智慧应用场

景，通过AI 人工智能自动发现

问题主动预警，提高智慧城市

管理能力。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专门成立

眉县数字乡村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编制完成了《眉县数字政府

建设“十四五”规划》《眉县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制定出台了《眉

县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进

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发展路径

和保障措施，为眉县数字乡村建

设提供了有力政策供给。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

是数字乡村的发展前提，宽带入

村入户是基本特征。眉县全面实

施信息进村入户和 1000M 光纤

行政村覆盖工程，推进 5G 业务，

建成 5G 基站 368 座，促进行政

村骨干网络优化升级，实现县、

镇（街）、村（社区）电子政务外网

实体化全覆盖，重点园区实现

5G网络全覆盖。

记者看到的数字眉县运营

管理中心，从“底座—平台—数

据—应用”四个方面搭建起了数

字眉县框架，这些强大的数据成

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坚强后盾。

数字乡村建设，就是要让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眉县

提升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能

力和水平，在全县 8 个镇（街）、

96 个村（社区）建立了标准化政

务服务站（点）。同时，建立政务

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制度，对

全县 1763 个政务服务事项按照

“就近、便民、高效”的原则，梳理

制定县级、镇（街）、村（社区）事

项清单，逐项编制标准化办事指

南。群众在村上能办的事，不用

再跑到镇上、县上了。

猕猴桃种植手机看“数”
12 月 7 日上午，眉县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办公室，高级农艺师

赵菊琴打开手机上的微信小程

序“眉县猕猴桃质量安全监管平

台”，点开数字猕猴桃基地，通过

实时监控就可看到地里的状况，

温度、湿度、有无虫害等农业生

产关键信息都有显示。   

赵菊琴手机里看到的，就是

安装在金渠镇田家寨村地头的

数字果园试点装置，上面有摄像

头、太阳能板、风速测速仪等。据

悉，田家寨村的试点从 2021 年

开始，试点地块涉及113个农户，

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手机上也

都能看到数字果园的情况。

“种猕猴桃，最害怕的就是

霜冻等自然灾害。有了这个平

台，我们可以随时监测温度的变

化，综合分析研判是否会发生灾

害天气，给农户进行预警。”赵菊

琴说。

猕猴桃是眉县的主要产业。

目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为

30.2 万亩，综合产值达 60 亿元，

猕猴桃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蛋蛋”。

多年来，眉县人一直延续传

统的猕猴桃种植方式。在数字乡

村试点开始后，猕猴桃种植开始

进入智能化、数字化时代。

县上依托“何积丰院士眉县

工作室”，投资 1500 余万元建成

“眉县猕猴桃大数据中心”，开发

运营中国猕猴桃产业云平台和

猕猴桃大数据平台，连续发布中

国·眉县猕猴桃产业指数，为果

农种植销售、政府科学决策、产

业提质增效、拓展增收渠道提供

全方位的信息数据服务。

同时，县农业农村部门依托

眉县猕猴桃数字化综合服务平

台、眉县数字农品质量安全监管

平台、数字农业试点、易农技数

字惠农等项目建设，在全县建成

猕猴桃智慧果园 14 个，总面积

7521 亩，配备智慧农业设施设备

783 套、信息化设备 212 台（套），

开发使用果园智慧农业综合监管

软件等智能化软件系统，实现生

产管理标准化、水肥灌溉智能化、

“四情”监测数字化、质量追溯可

视化。有数据显示，通过数字化改

造，试点地块的人工成本平均降

低 5%、生产成本平均降低 8％、

农资用量平均减少 10％。与此同

时猕猴桃品质提升，借助可视化

溯源品牌销售，销售价格提高，果

农直接受益。2021 年，眉县成立

了全国第一个数字合作社，目前

合作社已有会员 112户。

电商销售心中有“数”
“你看，这是我们的电子

商务大数据平台，今天截止到

现在的实时数据，眉县网络零

售额 1531364 元。上面有前十

个月的眉县网络零售额统计，

23.78 亿元。我们这个平台对全

县 6535 家网店电商销售数据进

行实时采集、汇总、分析，包括

京东、天猫、拼多多等，为全县

电商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通过这

些数据，我们也知道眉县猕猴桃

卖到了哪里，在哪些地方最受欢

迎。”12 月 7 日 10 时许，在眉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县供

销社电子商务负责人邓鹏对记

者说。

电商的发展，是数字乡村建

设最直观、最有效的体现。目前，

眉县已建成中国猕猴桃直播基

地、众创空间、金桥果业电商创

业基地 3 个专业化电商孵化基

地，电商服务网络覆盖全域；建

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1 个，

打造镇级电商服务中心 8 个、村

级电商服务站 72 个，行政村快

递物流覆盖率达到 100%，眉县

成为全国 10 个“推进农产品流

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

产品对接成效明显”的地区之

一。全县各类电商企业达500家，

注册成立各类电商经营户 6625

户，微电商从业者超过 10 万人，

全县三分之二的果农通过网络

销售猕猴桃等农特产品，形成

了“全民电商”的新格局。2022

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

10.08 亿元，同比增长 28.46%，

位居全市前列。

齐峰果业是全国最大的猕

猴桃鲜果经营企业。从 2017 年

开始，齐峰果业就承担了国家

级数字农业项目建设 ；随后几

年，又推广智慧施肥系统、建立

全链条电商供应链，打造了全

县猕猴桃数字经济平台。如今，

在猕猴桃产业中，齐峰果业从

种、采、收到卖都实现了数字

化。齐峰果业有限公司行政副

总马永红对记者说 ：“我们通

过数字化手段，将分散的农业

基础设施对接起来，推动数字

化转型，不断以数字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助农兴农。”

场景一：在数字眉县运营管理

中心，大屏幕上，各种大数据就像县

域发展的“数字大脑”，目前已汇聚

各类数据2亿条；

场景二：打开手机微信上的小

程序，就可以看到数字猕猴桃基地，

猕猴桃地里的实时状况，温度、湿度

多少，有没有虫害，一目了然；

场景三：眉县电商服务中心的

电子商务大数据平台上，不停变化

的实时数据显示着全国各大电商平

台猕猴桃的销量，卖了多少，卖到哪

了，哪个平台卖得好，一清二楚。

这三个画面，就是眉县数字乡

村建设的缩影。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战

略方向，也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

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发展行

动”已经被列为国家信息化发展十

大优先行动之一。

近年来，眉县抢抓省级数字乡村

试点县建设机遇，坚持把数字乡村建

设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谋

思路、抓试点、定措施、强推进，全县

数字乡村建设全面起势。眉县先后

获得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全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试点县、2022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先进县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农业科技+数字合作社”赋能农产

品品牌运营项目入选全省数字乡村

建设优秀成果。全县在推进农产品流

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

对接方面成效显著，受到国务院督查

激励。如今，眉县已经为乡村振兴插

上数字的翅膀，期待振翅高飞！

眉县猕猴桃电子商务大数据平台

数字眉县运营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