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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团风农商行粮道街支行为团风县某农
业公司成功发放90余万元“地上种植物抵押贷
款”，实现了团风县“地上种植物抵押贷款”业务零
的突破。

团风某农业公司负责人原为湖北省种子集团
首席专家，有着多年的种植经验，其名下公司为团
风县招商引资企业。主营中草药种植、蔬菜种植、
水果种植、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食用农产品批发等。

2023年，该公司在杜皮乡杜皮村、船魏冲村
承包土地500余亩，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种植中药
材苍术。因苍术生长周期长，短时间无法产生效
益，虽接有订单，但流动资金紧张，亟需融资满足
生产需要。

团风农商行粮道街支行了解到情况后，通过
实地调查，在深入分析企业的经营情况、产销情况
和资产状况后，决定以其种植的中药材苍术作为
抵押物，通过“i黄冈”融资平台，申请了“地上种植
物抵押贷款”，最终为其成功放款90余万元，解决
了该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团风频道 作者 张
涵 吴雪柳）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阳光下尽情唱着歌……”
8月7日，房县城关镇小西关社区暑假学堂托管
班里，40多名孩子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学做
手势舞。

8岁的刘瑜泽小朋友跳得格外认真。“在这里
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还有老师教唱歌、画画、辅
导写作业，每天都很开心。”

带她的老师叫张子零，今年刚读完大学一年
级，家就在小西关社区。放暑假的张子零得知社
区在招募志愿者，主动报名参加，“我学的是学前
教育专业，马上要准备报考教师资格证，在这里做
辅导正好可以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小西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付元华介绍，暑假
课堂安排有安全教育、绘画阅读、手工制作、唱歌
跳舞、体育运动、作业辅导等课程，每堂课有3名
志愿者老师负责辅导。今年暑假，社区开设暑假
课堂2个，已接纳96名孩子。

“我们每天忙工作，一到放假就遇到工作与带
娃的‘两难’问题。在这里，孩子不仅能快乐学习，
安全也能得到保障，我们家长很放心。”家长邓万
春说。

今年暑假，房县除了在人员居住集中的村（社
区），还在企业、商住小区等地方开设暑假学堂。
同时，不断丰富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参观县博物
馆、科技馆、法治教育基地等场馆，助力孩子全面
成长。

房县团县委副书记何梦丽介绍，今年，房县
开设了43个暑假学堂托管班，共服务学生1500
余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房县频道 作者 杜达
巍 付琳）

8月16日晚，远安县嫘祖镇首届“村BA”迎
来收官战，正式赛冠军与友谊赛冠军上演“巅峰对
决”。

18时30分，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球场瞬间
沸腾，双方队员“伺机而动”、攻防结合，在场上展
开激烈角逐。场下，村民们热情高涨，锣鼓声、呐
喊声此起彼伏。

“这场家门口的比赛，村民们广泛参与其中。
看，那个前锋就是咱们集镇上五金店的老板！”嫘
祖镇荷花社区党支部书记秦小平说。

本届“村BA”赛事自7月份启动，历时近1个
月，共组织各级比赛31场，逾260名球员参赛。

在“村BA”篮球赛间隙，全民趣味运动项目
火热进行。定点投篮、趣味运球、扁担接力赛、拔
河等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让农民摇身变成了“运
动健将”，农活儿变成了竞技项目。

“蹦村迪”更是燃爆全场。在欢快的音乐声
中，大家一起舞动狂欢。村民陈圣手舞足蹈，兴奋
地说：“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感觉心更近了，相处
更融洽了！”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远安频道 作者 王
倩 伍玉华 尹芯恬）

智慧农业、智慧养老、智能安防、直播带货、村务上网……如

今的乡村，越来越有“智”感！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数字技

术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乡村振兴装上“智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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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从宜都市区驱车约50
分钟，到达海拔700多米的潘家湾土
家族乡梁山村的金萱蔬菜专业合作
社，见到合作社负责人杜永军时，他正
专心操作着手机。

“以前种菜是抬头看天，现在是低
头看屏。”杜永军说。

5年前，杜永军返乡创业，在梁山
村先后流转千余亩土地，种植起了辣
椒、白菜等半高山蔬菜。凭借高品质，
蔬菜买卖越来越红火。

“种菜是个辛苦活、技术活，更是
‘看天收’的运气活。”近几年，杜永军
开始琢磨“机器换人”的事。今年，梦
想成真。

“100亩蔬菜大棚，他只动动手指
就能管理得井井有条。”村民们津津乐
道。杜永军打开手机APP，蔬菜大棚
内的土壤墒情、温度、虫情等数据一目
了然。刚看完数据，智能系统就通过
遍布在田间的传感器和摄像头检测分
析出棚内的温度过高，泵房启动，加湿
设备开始自动调节。不一会儿，挂满
果实的辣椒苗就开始舒展枝叶。

近年来，为促进农业产业转型提
质，宜都搭建农业信息化供应链平台
和政府股权引导基金，引进技术人才，
与科技公司开展合作，让智慧技术走
入田间地头。去年8月，在政府的支
持下，杜永军与宜昌联通公司携手，选
中自然条件较差的黑水潭种植基地，
用4个月的时间打造出宜都首个“数
字菜园”基地。

“107亩的菜园分成了13个区，只
要一名技术员和一个员工就全搞定。”在
24小时运行的数字菜园指挥中心，大屏
上不断跃动的数字科技感十足。

“过去靠人力，现在靠算力。”说话
间，技术员点击鼠标演示起来，“依托5G
数字农业系统，植物生长通过物联网传
感器和高清摄像头清晰可感，就连辣椒
是否有病虫害，系统也能自动检测出。”

眼下，正是给辣椒追肥、浇水的时
候，大棚里却没有一个人走动。“用手
机设定好路线、时间、用量，剩下就不
用管了。100多亩菜园，24小时就搞
定了。换在以前，起码得15个人干上
一整天。”杜永军算起账：用工少了，成
本降下去了，辣椒品质却提上来了，每
亩产量还增加了30%。

“最关键的是摆脱了‘望天收’。
这里种植的辣椒全部直供一线城市的
高端市场，价格喜人。”杜永军说。

在科技的帮助下，杜永军把手机
变成了新农具，让传统农业成功向智
慧农业转变。

在宜都乡村，同样实现“智慧”转
变的，还有医共体项目、农村电商、基
层治理等。今年6月，宜都市入选第
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目
前，宜都正以打造北斗规模化应用先
行示范区为契机，全力推进城乡数字
基础设施、城乡数字公共服务、城乡数
字产业融合发展。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宜都频
道 作者 黎文来）

“这个桃子口感脆甜，原生态
产品，推荐大家下单。”8月18日，秭
归县两河口镇高桥河村的桃树林
下，“秭归80后乡村书记助农”直播
团队正在进行助农直播。主播一

边试吃讲解，一边上链接。此次直
播助农活动共开展4天，卖出蜜桃2
万多斤，销售额10万元。

（湖北日报客户端通讯员 邓
爽 摄）

盛夏时节，走进鄂州市梁子湖
区东沟镇刘河村根生葡萄种植家
庭农场，葡萄架上挂满了圆润透亮
的葡萄，空气中弥漫着果香。

不同于普通大棚，在这里，可
以实现手机App种植葡萄。“这
套喷淋系统相当于大棚里的‘空
调’，起到加湿降温的作用。”基地
负责人刘更生说，眼下正值葡萄
二次膨大期，土壤湿度保持在
50%—60%为宜，他在手机上可一
键开启大棚“空调”。

“空调”什么时候开、开多久，
刘更生说了不算。在基地办公室，
一块几乎占据整面墙的超大屏幕
上，反映大气湿度、土壤湿度、光照
度等13项指标的数据实时更新，
并与手机联网，可操控水肥系统。

“精准种植，可以准确控制葡萄的

甜度和产量。”
刘更生是位搞农业的“老把

式”，10多年来，一直在刘河村种
植葡萄。近几年，他开始走精准种
植的路子，选取夏黑、醉金香、阳光
玫瑰等不同成熟期的葡萄品种进
行种植，采摘期从 7月延长至 9
月，亩均产值超过10万元。

根生葡萄种植家庭农场先后
与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等专业团队合作，创建科技
小院湖北省特派员工作站、特色
科普示范基地。

目前，水肥雾、物联网、溯源等
人工智能化示范样板工程建设已
覆盖梁子湖区东沟、沼山、涂家垴
等镇。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梁子
湖区频道 作者 曹彦）

“我们在办公室，通过显示屏
就能实时看到村内各条道路、重要
池塘、油茶基地的情况。还能查看
一周内任何时段信息，对全村的道
路交通安全、森林防火、暑期防溺
水等19个监控点位情况进行监
测。而且操作简单，画面清晰。”8
月1日，在安陆市接官乡联兴村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刘
明俊兴奋地介绍该村的数字乡村
智能服务平台。

去年10月，中国移动安陆分
公司驻联兴村工作队向派出单位
申请建设数字乡村智能服务平
台。获批后，联兴村村干部与中国
移动安陆分公司业务人员、设计人

员走村串户，实地查勘，制定了建
设方案。12月，项目完成建设，并
投入使用。

走进联兴村，可以看到路口都
装上了摄像头和喇叭。通过这些

“千里眼”，数字乡村智能服务平台
可以掌握全村实时情况，让村容村
貌及出行人员情况一览无遗。

视频监控只是联兴村数字乡
村智能服务平台内容的一部分。
该平台还能上传村务管理、党建宣
传、美丽乡村建设等内容，展示本
村各项工作情况。此外，还可以在
该平台对农产品进行推广。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安陆
频道 作者 程玉娇）

眼下正是黄桃丰收的季节，孝昌
县丰山镇红菱智慧农业园区的30余
万斤锦绣黄桃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
着摘桃、分拣、装箱，游客也穿梭其中，
品尝、选购，呈现出一派产销两旺的繁
忙景象。

桃树间，一块块板状仪器竖立其
中。“这是传感器，是‘桃管家’的重要
组成部分，能够实时采集桃园湿度、温
度、土壤墒情、虫情等数据，传输到智
慧平台，为桃园科学种植和管理提供
支撑。”红菱智慧农业园负责人杨杜斯
介绍，今年投资200多万元，在果园建
起智慧农业项目，让每一棵树都有了

“桃管家”。
“在‘桃管家’的助力下，桃园种出

来的黄桃外观秀美、果肉金黄、果形匀
称，吃起来格外香甜。”拿起一颗黄桃，
杨杜斯语带自豪：“一盒桃子装9个，
每盒能卖到58元。”

“桃管家”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流
通环节的智能化、信息化。打开一箱
黄桃包装盒，9个大小一致、圆润饱满
的果子排列整齐，一旁的宣传单上印

着二维码。“用手机一扫，从开花、施
肥、灌溉、病虫防治等农事记录，再到
采摘、分拣、运转等信息，桃子的各项
信息一目了然。”杨杜斯介绍，“桃管
家”实现黄桃生产、流通过程可追溯，
让产品质量“码”上可见。

“今年是我们第三年从武汉过
来选购黄桃。这里的桃子肉厚多
汁，非常好吃。我特意多买一些，带
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尝。”游客
孙灿说。

作为产桃大镇，面对缺水少地、
多为坡岗地的自然条件，近年来，丰
山镇积极引入 5G、云计算、物联网
等先进技术，为桃产业增添了“智
慧”羽翼。目前，全镇有血桃、蟠桃、
黄桃等76个名优新品种，获得专利
20项，拥有七仙红桃园、孝丰田源、
红菱果园等桃产业市场主体 20 余
家，全镇的鲜果挂果期可持续 180
天，从事桃产业相关的人员 1.2 万
人，桃产业产值达2.1亿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孝昌频
道 作者 王虹 黄一阳 丁天乐）

“喂，你是刘海霞吗？我的头有点
晕，请你来我家看看。”8月12日，竹
山县擂鼓镇西河村72岁的独居老人
李邦兰按下佩戴的智慧手环呼叫村网
格员。

村网格员刘海霞及时赶到。经
过测体温、量血压，发现老人并无大
碍。离开前，刘海霞为老人送上降压
药备用。

2023年，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对西
河村乡村振兴大数据可视化平台进行
升级，设置“智慧养老”板块。村委会
为首批需要照料的50位老人安装了
智慧手环和红外监测设备，老人的身
体一旦出现异常，按下手环告警键，就
会同时向村医、网格员以及家属发送
求救信号。

“我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自从
戴了智慧手环，一有头疼脑热，按下
手环，刘海霞就会立即赶到家里看
我。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也放心了。”
李邦兰说。

通过数字平台，老人可随时报告
应急、护理、助餐、助行、助医、代购等
需求。村干部通过平台调度资源，及
时安排村民自治小组成员为老人们提
供上门服务。服务完成后，直接在平
台上为参与服务的村民加上积分。村
民可随时用这些积分兑换毛巾、洗衣
液、牙刷、文具等用品。

除了智慧养老，西河村还将村
规民约落实、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文
明创建、社会综治纳入日常积分细
则，通过量化考核、公开公示等方
式，实现“一户一档案、一月一评比、
一季一排名、半年一考核”的长效考
评机制。

村党支部书记向继明介绍，通过
“积分制”管理让村里的大小事有“镜
子”可照、有“尺子”可量、有“标杆”可
比，让群众通过互帮互助得积分、兑物
品，积出基层治理新面貌。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竹山频
道 作者 李家林 陈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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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智慧手环 求医“一键呼叫”

直播带货 卖出蜜桃2万多斤

手机上种葡萄
“老把式”玩转新农具

村务村情上网 乡村治理更智能

手机APP里面，蔬菜大棚内的土壤墒情、温度、虫
情等数据一目了然。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杨玉玲 摄）

智慧 触手可及

全民趣味运动会上，农活儿变成竞技项目。
（湖北日报通讯员 虞顺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