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密“一张网”

“这个 APP 操作简单、功能实
用，好多业务都能线上办理，给大
家省了不少事。”

“ 现 在 有 了 小 程 序 ，用 起 来
更 方 便 ，各 种 惠 民 政 策 、办 事 流
程 写 得 清 清 楚 楚 ，业 务 审 批 处 理
很及时。”

……
如 今 ，在 咸 阳 市 三 原 县 陵 前

镇，数字乡镇平台“陵前在线”广受
群众好评。数字赋能之下，乡村治
理变“智”理，群众满意度更高。

日前召开的全省数字经济发
展大会指出，要以数字化促进社会
治理科学化、高效化和公共服务便
利化、均等化，加快实现政务运行

“ 一 网 协 同 ”、政 务 服 务“ 一 网 通
办”，让三秦百姓享受到更多看得
见、摸得着的数字福利、数字红利
和数字便利。而“陵前在线”的开
发应用正与这一要求深度契合。

2022 年以来，陵前镇以“提升
服务能力、简化办事流程、创新服
务方式”为抓手，探索开发集合宣
传、智慧政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内容
的数字乡镇平台“陵前在线”。平
台 依 托 APP 进 行 办 公 审 核 ，以 小
程 序 对 接 群 众 需 求 ，打 通 8 大 类
55 项政务服务线上通道，有效提
升了乡村治理水平。

“在智慧政务方面，我们设置
了劳动保障、民政、合疗、农业、卫
健 等 内 容 ，提 供 政 策 解 读 与 业 务
线上办理，实现手机随时提交、后
台限时审核、群众线上看进度，真
正 让 数 据 多 跑 路 ，让 群 众 少 跑
腿 。”陵 前 镇 副 镇 长 贺 静 告 诉
记者。

乡村治理成效如何，群众感受
最为真切。陵前镇大寨村村民薛
引玲通过“陵前在线”平台申请创

业贷款搞起了养殖。
“手机上提交资料，贷款一周

就到账，利息由政府补贴，三年后
只 还 本 金 。 有 了 这 些 支 持 ，干 啥
都有劲。”家里养着 15 只羊，薛引
玲每天忙前忙后，心里暖洋洋的。

此 外 ，立 足 渭 北 红 色 文 化 资
源，“陵前在线”运用 VR 数字技术
将三原县党史馆“搬”进群众手机
里，通过文字、图片与讲解三者合
一 的 展 示 方 式 ，将 渭 北 革 命 历 史
进行全面、立体还原。

技术赋能，让数字惠农触角更
加深入百姓生活。陵前镇创新推
出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新 模 式 ——“ 白
鹿原说事会”。群众通过“陵前在
线”发布诉求，说事会成员及时沟
通调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越织越密
的 基 层 治 理 网 络 让 群 众 得 实 惠 ，
让乡村更文明。

上好“一堂课”

落了雪，没法儿进果园，但延
安市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果农李
亚 民 却 闲 不 下 来 。 趁 着 这 几 天 ，
他刚好在家给自己“充充电”。

2023 年 12 月 15 日，吃过午饭，
李亚民打开“我是延安”APP，准备
在“延安百万农民线上大培训”的
系列专家视频里看看果树冬剪和
腐烂病防治有啥“新招数”。

在素有“中国苹果第一村”之
称的阿寺村，家家户户都种苹果，
李亚民家也不例外。起初，守着 4
亩 2 分地的老果园，他勤勤恳恳地
管 护 ，但 一 年 下 来 收 入 不 到 两 万
元。“不懂新技术，只能用老办法，
收 成 不 行 就 想 挖 树 不 种 了 ，可 又
舍不得。”一直摸不着门道，李亚
民 心 里 很 着 急 ，但 这 一 情 况 很 快
便有了转机。

2020 年，延安市农业农村局与
延安市农广校、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整合全市优质农民教育资源，创新

农民培训模式，以“我是延安”APP
为载体，针对农民在产业生产发展
中急需的各种实用技术开展“延安
百万农民线上大培训”。

听到这个消息，李亚民坐不住
了 。 下 载 注 册 后 ，他 上 了 一 堂 直
播 课 ，学 了 关 于 果 园 的 改 形 换 代
技术。随后，他挖老树、栽新苗，
对照着专家总结的要点完成了矮
化密植果园升级。

从那之后，李亚民都会按时参
加线上培训。来不及跟直播就看
回放，有问题就在后台留言，很快
就 能 收 到 回 复 。 遇 上 普 遍 性 问
题 ，专 家 还 会 专 门 做 一 期 视 频 讲
解 。“ 这 个 培 训 在 手 机 上 就 能 参
加，讲的都是大家需要的，平时遇
上啥问题，就来视频里找答案，简
单又实用。”一说到线上培训，李
亚民有说不完的话。

借助这一学习平台和专家的指
导 ，李 亚 民 的 果 园 实 现 了 增 产 增

效。2022年，他家苹果产量1.5万余
公斤，收入12万元，他也被认定为中
级职业农民。对李亚民来说，从培
训中收获的不仅是新技术、好收成，
还有一份份沉甸甸的“情谊”。

临近傍晚，延安市职业农民协
会会长张育珍终于结束了一天的
培 训 。 回 家 的 路 上 偶 有 积 雪 ，他
将车开得很慢。中途接到学员电
话，他就将车停在路边，解答完疑
问后再继续赶路。

在延安，像张育珍这样奔赴在
一线提供技术指导的农业专家有近
百人。他们将现场培训与线上直播
相结合，将农业技术送到千家万户。

“ 截 至 目 前 ，‘ 延 安 百 万 农 民
线上大培训’共开展 100 期，总点
击 量 达 7100 万 人（次）。”据 延 安
市 农 广 校 校 长 宋 利 山 介 绍 ，该 项
目 在“2023 西 部 数 字 乡 村 发 展 论
坛”中荣获 2022 年陕西省数字乡
村建设最佳实践案例。

责编 吴哲
校对 唐青
美编 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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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有“数” 振兴有“谱”
——看我省数字化在乡村振兴中的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杨杰

当数字遇见乡村，基层治理高效智慧、信息渠道日益畅通、传统文化“破圈”出新……这一

幕幕生动场景，都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力印证。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强化乡村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

水平，培育壮大新业态，以一根根网线连接城乡，不断擦亮群众幸福“底色”。

守住一方“根”

自胡满科记事起，家里人
就 做 泥 塑 。 时 间 流 逝 ，现 在
的他也已经是一名老手艺人
了。日复一日用黄土记录历
史 ，书 写 春 秋 。 随 着 数 字 时
代的到来，他钟爱一生的“老
物件”也焕发出新生机。

2023 年 12 月 17 日，走进
宝 鸡 市 凤 翔 区 城 关 镇 六 营
村 ，处 处 彰 显 着 浓 郁 的 民 俗
文化韵味。跟随胡满科走进
他 的 泥 塑 工 坊 ，墙 上 挂 满 了
脸 谱 、虎 头 、牛 头 等 挂 片 泥
塑 ，桌 子 上 的 立 人 泥 塑 栩 栩
如生。几名村民分散坐在屋
内，专注于自己的那道工序。

“ 这 两 年 增 加 了 网 络 销
售，运输更考验泥塑的质量。
平台还有七天无理由退货，咱
更得把活做细，一定要让顾客
满意。”胡满科一边叮嘱，手里
一边忙个不停。搭上了数字
快 车 ，胡 满 科 的 泥 塑 越 卖 越
远，更令他欣喜的是，儿子胡
超也继承了这份手艺。

瞅准了短视频机遇，胡超
时常在各大平台上宣传泥塑
文化、推介自家产品。父子俩
在工坊制作泥塑、父亲介绍凤
翔泥塑的工艺与特点、去各地
参 加 非 遗 文 化 展 览 …… 五 年
间，700 多个短视频记录着他
们父子和泥塑的故事。

六 营 村 80% 的 村 民 都 从
事 泥 塑 工 艺 制 作 ，年 产 值
4200 万 元 的 泥 塑 产 业 让“ 中

国泥塑第一村”蓄势勃发。为
进一步做强特色产业、守住文
化根脉，六营村着力建设中国
电信数字乡村云平台。

“我们在凤翔泥塑艺术博
览园中安装了 AI 监控摄像头
和 天 翼 云 播 ，镜 头 自 动 感 应
到 游 客 时 ，就 会 立 即 播 放 园
区 以 及 泥 塑 文 化 介 绍 ，方 便
游客更好地了解我们凤翔泥
塑。”六营村党支部书记廖卫
军 说 ，通 过 大 力 发 展 光 纤 宽
带和 5G 网络建设，村民们开
网 店 、做 直 播 ，收 入 逐 年
提升。

2023 年 6 月 20 日 ，六 营
村的中国泥塑体验园正式开
园 。 18 位 非 遗 手 艺 人 坐 镇 ，
为游客提供泥塑、木版年画、
剪 纸 、皮 影 等 14 项 非 遗 项 目
体 验 。 截 至 目 前 ，体 验 园 已
接待游客 5000 余人。

“ 泥 塑 文 化 是 六 营 人 的
‘ 根 ’，承 载 着 几 代 人 的 记 忆
和 坚 守 ，这 个 手 艺 不 能 丢 。
我 们 要 抓 住 更 多 机 遇 ，让 泥
塑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廖
卫军说。

数 字 技 术 的 助 力 让 六 营
村 逐 步 打 造 出 有 规 模 、可 信
赖 的 数 字 乡 村 品 牌 ，更 为 其
产 业 发 展 、文 化 传 承 蹚 出 了
一条新路子。而凤翔泥塑这
一历史悠久的民俗艺术瑰宝
也正在这片古老的乡土上开
出新花。

胡满科正为泥塑上色。（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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