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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身
处繁忙都市中的你，是否常常幻想要回
归山野、亲近自然，体验农耕和收获之
乐？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这样的
愿望——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
部（简称腾讯 SSV）为村发展实验室与
SSV传播部等联合在重庆打造的“为
村共富农场”何家岩云稻米项目已经上
线，让城里人有机会当“农场主”，在云
端体验诗和远方。

酉阳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之一，何家岩则是历史悠久的“贡米之
乡”，这里海拔800米，常年云雾缭绕，
万亩梯田层层叠叠。

在酉阳县委、县政府支持下，“为村
共富农场何家岩云稻米认养计划2022

季”活动举行，当地村民将把3.8万平方
米稻田搬上云端。

据了解，此次上线“何家岩云稻米”
的认养地块，分布在何家岩村的核心水
稻种植区，并将3.8万平方米的稻田划
分成了15块，每一块都拥有一个诗歌
名：“柴门临水稻花香”“偷得浮生半日
闲”“带月荷锄归”……对于用户来说，
只需通过小程序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线
认养至少1平方米的真实农田，由农户
线下为认养人耕种。

在水稻从插秧到成熟的150天左右
的时间里，项目方会为认养用户全程记
录并展示水稻生长过程，云上“农场主”
可以通过24小时直播和每周生成的《土
壤墒情周报》等，观测水稻的生长情况；

期间，何家岩村还将举办插秧比赛、田间
民歌会、科普讲解等直播活动，让认养人
了解稻米种植过程；水稻成熟后，用户会
收到认养土地上产出的稻米。

据了解，2022季“何家岩云稻米”
的认养价格为每平方米9.9元，其中包
含了种植与管理、稻谷收购、加工与包
装、物流等成本。

腾讯为村发展实验室“何家岩云稻
米”项目经理何宾介绍，认养价格主要
考虑了当地稻田的亩产与质量控制。

“我们通过对近三年当地亩产数据的分
析以及今年天气等因素的预判，预计今
年何家岩村核心水稻种植区亩产稻谷
700-800斤。为确保脱壳后大米的米
色米质，加工出米率将控制在51-55%，

因此每认养一平方米稻田，将最终收到
至少半斤质量上乘的花田贡米。”

何家岩村党支部书记江皇甫介绍，
每一位参加认养的农户都与村集体签署
了“线上认养种植协议”，详细约定了种
植过程、绿色防控、质量要求以及基本收
购价格等，并将在酉阳县农委的技术指
导下开展今年的水稻种植。村民们也会
在村集体组织下，利用企业微信担任“线
上客服”，为认养用户提供认养区域的种
植信息，解答认养用户的问题。

腾讯SSV传播部项目经理黄暄表
示，“何家岩云稻米”项目将农耕生产过程
转化成为数字场景中的标准服务，由此建
立起农户与消费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
合作模式，以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

一枝牡丹能绽放几种“花样”？一
棵药草如何飞出大山？一片柑橘园又
能生发多少产业？在大巴山麓的重庆
开州区，得益于数字技术赋能，这些问
题有了新答案。

“巴山药库”“柑橘之乡”……作为
全国重要的粮食、水果、药材基地，开州
有着不少远近闻名的“名片”。但长期
以来，传统种养模式并未充分发挥出这
些特色产业的价值。近年来，借助“数
字乡村”建设，开州加快推动数字技术
走进田野，带动农业生产智慧化，打通
线上销售、品牌推广之路，促进农业“接
二连三”，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以“数”种养
智慧农业“绽放”小山村

初夏时节，大巴山脚的气温逐渐攀
升。开州区五通乡桐林村村委会办公
室里的智慧大屏发出预警：三峡乡村牡
丹园的温室大棚温度异常。牡丹园负
责人李春勇赶往温室查看，发现水冷系
统出了故障，立即着手维修。

“牡丹娇贵，对温度、湿度要求严
格。有了物联网感知系统，就能精准监
测和调节生长环境。”负责系统搭建的
重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副总经
理宋利犀说。

过去，这里的村民喜欢在房前屋后
零星种植芍药和牡丹，弃花取根做药
材。传统耕作方式既难保证品质，又无
法提高附加值。如今，村里建起智慧种
植大棚，从河南等地引进多种观赏牡
丹，实现规模化科学种植。李春勇说：

“村里正在谋划推出牡丹鲜切花、植物
饮料等，进一步做大产业链。”

今年初，开州区五通山羊股份合作
社养殖的黑山羊，全部戴上了黄色“耳
标”，内部装有智能芯片，可实现养殖全
过程追溯。

养殖大户李秀钦说：“黑山羊是五
通乡的特色产业，但以前很难照顾到所
有羊的健康状态，现在通过智慧养殖追
溯系统，羊的位置、疫苗接种情况、羊舍
消毒日期一目了然。”开州区农业农村
委主任扈月文介绍，开州已初步构建起

农业大数据基础信息框架，建成柑橘、
水产、畜禽等智慧农业物联网50余处，
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借“数”通“路”
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

作为重庆中药材优势产区，开州拥
有木香、玄胡、黄连等中草药1080余
种，“开县木香”更是跻身重庆三大道地
药材之列。“但大山里的村民信息不畅，
更不懂得价格波动的逻辑，这些‘宝贝’
过去藏在深山，销路都成问题。”关面乡
乡长刘先宏说。

如今，依托数字技术，开州建起
470个益农信息社和100余个电商扶
贫驿站。2020年，开州基于多个木香
交割点的价格数据，编制发布了木香价
格指数，农户能根据指数及时调整种植
策略，销路和价格更有保障。

五通乡桐林村则通过互联网平台
打造起“认养农业”，把销售前移至生产
端，实现优质农产品的“私人订制”。

来自成都的汪先生是桐林村第一
批桃树“认养人”。通过线上对接，依托
溯源系统，汪先生可随时掌握桃树的生

长状态，收获后的鲜果直接快递送达。
“有了线上认养机制，足不出户也

能卖个好价钱。”桐林村党支部书记何
东说，全村已有200余棵桃树被认养，
收益近4万元。未来，认养机制还将拓
展至黑山羊、黑鸡、黑猪等特色农产品。

统计显示，通过电商等数字平台打
品牌，2021年开州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达4.53亿元，同比增长近30%。

一“数”千“花”
“接二连三”促振兴

购买一盆牡丹，就能获取一盆“牡
丹花元宇宙”系统中的线上数字牡丹，
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记录和分享
数字牡丹生长状况……在开州三峡乡
村牡丹园中，智慧农业正在打造农旅互
联的新体验。

“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加
入，让传统的牡丹园趣味满满，提升了
游客的参与度和沉浸感，把观赏游变成
深度游。”负责五通乡智慧农业项目建
设的浪潮集团副总裁纪磊说。

在开州，依托数字技术和现代农业
发展，越来越多的田园变为乡村游乐

园，带动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五一”假期，开州区竹溪镇灵泉村

“生态乐园”迎来不少游客。然而在过
去，以蔬菜、柑橘等传统种植业为主的
灵泉村产业单一、收益有限，不少土地
撂荒。

最近几年，灵泉村在撂荒地上建起
智慧贡橘采摘园、标准柑橘果园等，配
套各类旅游设施，一批农产品初加工、
乡村体验游项目落地。

村民邓长坤细数这两年的变化：
“土地流转有收益，后续有分红，还可以
在自家张罗农家乐，‘一茶一席’招待游
客。看到好机遇，不少村民返乡创业。”

今年1月至4月，开州乡村旅游共
接待游客376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
入19.6亿元，同比增长11.8%。

在五通乡，以智慧牡丹园为媒，花
开时节发展乡村游、研学游，枝叶枯萎
后采收牡丹皮入药，并推出牡丹饼、牡
丹汉绣、牡丹酒等周边产品。五通乡党
委书记李克勤介绍，未来还要在牡丹园
附近打造高山民宿，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项目，“这里以前是药乡，现在变花乡，
未来还要变成旅游之乡。”

（新华社重庆5月16日电）

数字赋能乡村 田园“锦上添花”
——大巴山麓的“数字乡村”实验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李晓婷

到酉阳何家岩认养一块稻田做云上“农场主”

腾讯在渝上线乡村振兴智慧认养项目

5 月 2 日，开州
区满月镇马营村雪
宝山居音乐营吧，
游客在拍摄美景。

重庆日报记
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