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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地数智化无人果园
变“会种地”为“慧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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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重庆数字乡村创新案例评选活动圆满收官。渝北区“丘陵山地数智化无人果园”入选唯

一的“特别贡献案例”，“数字乡村助力‘老年幸福村’”入选“十佳优秀案例”，成为入选案例最多的区县，

赢得了社会各界一致认可和业界专家的充分肯定。

作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之一，渝北区近年来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陆续打造了一批在全

国、全市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数字乡村平台和基地，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全国县域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

重庆数字乡村
建设成果

给乡村装上“数字大脑”

渝北 为乡村振兴注入“数智动力”

骄阳似火，地面热气升腾，咄咄逼
人的热浪汹涌翻滚。然而走进渝北区
大盛镇青龙村数智化无人果园，这里的
山色风情却依旧不减。

2000余亩的连绵山坡上，一排排
果树整齐排列、迎风摇曳，碧绿的树叶
泛着油光，乒乓球大小的果子挂满枝
头，一派勃勃生机，让人难以相信果园
正处于高温炙烤之中。

树梢间，隐隐传来“嗡嗡”声响，一台大
型植保无人机遥遥飞起，徘徊在果园上空，
不时悬停住，向果树均匀喷洒着营养液。

树下，一根根细长的黑色管道沿着
果树环绕，每棵树下分布4个滴头，水
和肥料顺着管道滴灌至树根，让果树充
分吸收营养、保持所需水分。

树旁小路上，一辆3D智慧对靶喷
药机器人正转动着履带平稳前进，它不

断挥舞着“雨刷”一样的手臂，将除虫药
均匀、适量地喷洒到叶片。

在果园山腰处，还有一个个小小的
“监测站”正在运作，传感器设备依托卫
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等天空地多源
协同监测技术，实时监测着园内的气
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环境、病虫害
等数据信息，保证了果园24小时全面
监测和全面感知，实现了“气候信息早
知道，生产作业有准备”。

“近日少雨高温，我们的重点任务
就是抗旱护果，特别是早熟柑橘正处于
关键膨果期，影响着最后的收成和品
质。”大盛镇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水肥一
体化自动滴灌系统，能保证果树全天候
水分充足，不但节约水电，还能提高肥
料利用率和柑橘品质。

“换做以前的人工灌溉，上百人一

天也做不完，效果不好还累得够呛。”大
盛镇相关负责人感慨。

如此智能高效、科学管理的无人果
园，背后支撑的“核心秘密”就在山坡下
的办公楼里。

在大屏幕上，分辨率达5厘米地块
级的三维数字地图清晰明了，从种植规
模、土壤环境、长势分析等作物生理数
据，到外部环境、智能农机等属性数据，
都在这里汇聚整合。

据了解，作为全国首个集机械化、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丘陵山
地数智化无人果园，该园全力探索丘陵
山地特色智慧农业新技术、新应用、新模
式，通过土地宜机化改造、农机智慧化应
用，让“鸡窝地”成为“聚宝盆”，走出了一
条丘陵山地数智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如今，围绕“智能感知—智能诊断

—智能决策”的主线，果园搭建起智慧农
业数字化管理平台，以“1+4”模式（一个
数据中心，果园环境监测、精准管理、远
程监控和智能农机四大功能）为架构，对
果树进行AI诊断，指导病虫防治、中耕
除草，形成了阶段化、专业化、精准化智
能管护，实现了节约用水60%以上、管
护成本降低50%、亩均节约化肥使用量
10公斤以上，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提升80%，商品果率从30%提高到
90%、一级果品率提高40%以上，成功
提高了大盛镇青龙村集体经济收益，村
民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目前，无人果园已累计接待市内外
各类考察学习500余次，获评2022重
庆数字乡村创新案例“特别贡献案例”，
并在2022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场推
进会上作为优秀案例交流发言。

城乡“数字鸿沟”不断缩小
乡村生产生活更加便捷
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020年，中央网

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
作，我市渝北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地区。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渝北区委、
区政府主动谋划推动，成立了数字乡村试点发
展行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主要领导
任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从政
策上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
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
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组织、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工作顺利开展。

在统一规划下，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从基础
性、标志性、代表性、引领性的项目着手，力求以点
带面，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开积累经验。

建成全国首个丘陵山地数智化无人果园，实
现果园管理“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全自动”；以
数字乡村助力“老年幸福村”建设；着眼“六稳”“六
保”，擦亮叫响“创享渝北”创业服务品牌；创新“一
二三”举措，打造重庆首座智慧种苗工厂；全产业
链数字化改造，赋能传统乳业加速发展；构筑乡村
智治的人地网、天眼网、信息网、平台网“四张网”，
着力打造乡村治理数字化标杆……

一批数字乡村项目的实施，让渝北城乡间的
“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乡村生产生活愈加便捷高
效，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也为全市数字乡村建
设提供了示范案例。

今年7月，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
浙江省开幕，渝北区作为全国两个优秀试点地区
代表之一发言，现场分享了丘陵山地数智农业发
展的做法及成效。在2021年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工作阶段性评估中，渝北区排名全国第二、重庆第
一。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开展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建设工作，加快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和重庆市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区，努力
在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建设方面展现更大担当，实
现更大作为。”渝北区委网信办负责人表示，渝北
将瞄准方向，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
在推动涉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供给与应用、提升农民群众数字素养与技能、巩
固拓展网络帮扶成效等方面狠下功夫，为全市数
字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数字乡村助力“老年幸福村”
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养老”成为群众普遍
关注的热点词。在2022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养老”一词被提及10次，老
龄化应对之道从“关心”上升到了“国
家战略”的地位。

面对老龄化问题，渝北区大力推
动数字化建设，依托大数据、物联网
等技术手段落实“智慧养老”理念，逐
步构建起“医+养+科技”三位一体的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社会化养老
服务起步较晚，养老设施、技术要素和
养老观念滞后等问题，创新探索了“适
老化改造+互助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服
务”的解决方案，打造了全市首个“适老
化改造”乡村——古路镇乌牛村。

旭日初升，伴随着鸡鸣，家住乌
牛村的徐婆婆起了个大早。扶着床
边的移动扶手，她缓缓换上防滑鞋，
客厅里的感应灯自动亮起，照亮了前
去卫生间的走廊。

扶着过道扶手，她走进卫生间，
坐上坐便椅，避免了蹲起身引起的腰
部和腿部疼痛。

“我俩身体问题不大，就是年纪
大了不太使得上劲，偶尔会犯点小病
小痛。可是我们放不下农活，孩子就
一直不放心。”徐婆婆说。虽然已年
过70岁，但她和80岁的老伴仍保留
了过去的务农习惯，养了几只鸡鸭，
料理着门前的几分菜地，这让远在外
地的儿子时常担心。

“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扶手，还有
防滑垫，搭得上力了。”徐婆婆笑道，

“床头还有个报警器，我一拉娃儿就
能知道。加上村里人和邻居经常走
动，大家都放心多了。”

相较徐婆婆，同村的倪婆婆由于
身有残疾，所以家中改造了更多智能
设施，极大地便利了生活。

“电动护理床、坐便椅、助浴椅都
很实用，我们非常满意。”倪婆婆的小
儿子指着墙上的报警器说，“还有这
些报警器和人体感应器，一旦出现异
常，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通知电话，
非常方便，让我们能够安心出门。”

据了解，不仅是在村民家中进行
“一户一策”的适老化改造，渝北区还
在乌牛村整修了农村公路，修建了人
行便道，实现了车行入社、人行入户，

提升了高龄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将
适老化真正落在了实处。

与此同时，乌牛村建起了互助养
老点和7个互助养老分点，设置养老
助力岗位，配合社工不定期开展院坝
聊天、义诊和评孝亲敬老子女、学敬
老爱老模范等各类活动。此外，建立
邻里互助机制，长期开展每日敲敲
门、每周谈谈心、每月帮帮忙等互助
服务，收获了广泛好评。

“乌牛村智慧养老引入SaaS云端
部署模式，无需网络，快捷且建设成本
较低，再整合村内已有的各类优质资
源，已形成具有乌牛村特色的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体系。”渝北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乌牛村智慧养老切实增强了乡
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极
具特色又有可复制性，为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及养老需求提供了
新的思路，探索出一条在乡村振兴道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可推广道路。

当前，乌牛村的数字乡村助力
“老年幸福村”案例已获评2022重庆
数字乡村创新案例“十佳优秀案例”，
央视新闻以“走进美丽乡村——看适
老化改造如何让老人更‘乐居’”为题
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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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镇青龙村——全国首个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丘陵山地数智化无人果园

古路镇乌牛村——全市首个“适老化改造”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