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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向阳
的果园里，一键
开启，智能水肥
一体机就开始运
转，不一会儿，水肥

便通过果园铺设的
管道精准地灌溉到每

棵果树。
“果园使用这个智能

系统体验非常好，可以大量
节省人工，3~5 个人就能管

100亩果园，10个人的活 1个人
就能干。”秦向阳说。
在他的眼里，人工全部转变为机械，

“黄土地”用上“高科技”，像他这样的传统农
民也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农民。
在照八寺村的数字化果园里，多功能气象

站、智能虫情测报灯矗立在入园处。这是一套智
能采集系统，上面清晰地显示了当日的气温、空气
湿度、光照及风向和近期雨量。秦向阳打开虫情

测报灯，清晰地显示着土壤监测情况，他可以根据
这些实时监测情况对果园实施数字化管理。

水肥一体机、多功能气象站和智能虫情测报灯
共同构建起一个物联网监测系统，相比较传统农业

“经验式”的种植方法，“数字农业”的好处不言而喻。
“省人工、雇用人员更少，省肥料、用药更精

准，省时间、农事更简单。”秦向阳总结道，“监测系
统就是果树的‘医生’，为果园精准‘把脉’。”

从2022年到2024年，数字果园的产量提升了
30%，一斤苹果从3~3.5元升值到4.5~5元，80#、85#的
苹果占到总产量的75%~80%，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目前，北道德乡在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
选点，建设了5个“数字果园”，开展生产管理数字
化试验示范。

通过果园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三
大途径，实时获取果园的农事农情数据，研发苹果
树生长监测、识别、诊断、模拟与调控的专有模型
和算法，为果园开具生产管理“处方”，提供科学的
水肥、植保、作务等生产管理策略。

“北道德乡的数字果园就实现了‘数字农管’，

是一种新质生产力。”黄小星说，“整个环境土壤、气
象的物联网监测，让我们实现了采集数据、分析数
据、建立数据模型的生产管理方式，告别了传统的

‘凭经验’，后期可以依托、依靠这个数据，依靠这种
现代化的数据管理模型来管理果园。”

在东村的大屏幕上，“北道德乡苹果产业数字化
示范体系”的“好用”之处一览无遗。

“在整套体系上能看到数字农服、数字农管、数
字营销三大板块，数字农服有服务队的任务情况、用
户咨询、专家解答等内容，数字农管有5个数字果园
的天气、病虫害、土壤等37个维度数据，数字营销能
实时看到‘北道果’的品牌建设、营销情况，非常全
面、方便。”东村党支部书记秦小虎介绍道。

“‘数字农服’实现了人的数字化管理，‘数字农
管’实现了果园的智慧化生产，这些基础性工作现已
全面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将围绕数字营销
下大力气，打造‘北道果’品牌建设，推出‘一年365个
苹果’定制认养模式，精准对接市场信息，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指
导运营策略和营销活动。”北道德乡党委书记刘杰说。

近日，在富县气化乡镇直罗民用调峰站项目场地内，
工人们正如火如荼地加紧施工。项目负责人田林指着一
格格砖混结构的方格介绍说：“这是我们未来的办公场
地，旁边这个沟渠就是配套的下水道，再往那边是我们的
泵房和消防水罐，属于应急和安全生产的配套设施，此外
还有空压机室、变配电室……”

富县气化乡镇直罗民用调峰站项目总投资1.9亿元，
占地64.12亩，其中厂区占地24.81亩，对原始天然气进行
一系列复杂的净化、液化工艺，然后使用专业的罐车进行
运输，主要供给牛武镇、寺仙镇、北道德乡居民的日常用
气。

“在用气终端，也就是牛武镇、寺仙镇、北道德乡，我
们都会配套建立撬站，用来存储和气化 LNG，之后通过
天然气管道输送进用户家中，每次运送的LNG足够居民
使用15~20天。”现场工作人员赵武刚介绍说。

液化天然气简称 LNG，主要成分是甲烷，其体积约
为同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 1/625，富县气化乡镇直罗民
用调峰站项目于 2023年 10月开始建设，计划 2024年
10月投产，投产后可供 3个乡镇居民用上清洁、省钱、
方便的天然气，同时也让富县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
青。

位于富县张村驿镇的延长石油富县电厂二期项目是
“陕电入皖”直流输电工程的配套电源点，总投资约78亿
元。二期项目建成后富县电厂总装机容量将达400万千
瓦，迈入省内电厂装机容量前列，年发电量最高可达200

亿度，实现营收约70亿元，纳税约4亿元，为社会提供就业
岗位1000余个。

富县电厂项目是延长石油结合陕西省“十三五”电力发
展规划以及火电北移任务，落实国家“西电东送”战略与省

“三个转化”要求，依托煤炭资源优势而建设的大型火电项
目，总装机容量规划4×1000MW，共分两期建设。

“榆树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居民408户。之前是以种
植玉米和山地苹果为主，现如今都就近打工了，在富县电厂
里干一些保洁、安保、司机之类的零碎活。电厂一期项目的
落地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刺激
了经济，当地的农副产品销路也得到了拓宽。等二期项目
建设好，这儿还能发展得更好。”张村驿镇榆树村包片干部
胡开军自信又期待地说。

富县气化乡镇直罗民用调峰站项目、延长石油富县电
厂二期项目的推进，只是富县项目驱动、城乡振兴发展战略
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第一季度富县安排开复工项目 45
个，其中续建项目16个，新建项目29个，二季度新开工项目
14个，三季度新开工项目8个，项目涉及煤电、化工、学校、
道路等多个行业领域。

“2024年，富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拓展
‘三个年’活动，持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
经济、数字经济，紧紧围绕新时代延安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一六四’工作布局，全力实施‘工业加速、农业提质、项目
驱动、城乡振兴’战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富县
新篇章。”富县县委书记李彦侠说。

当苹果遇上数字
——富县北道德乡的新质生产力探索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夏蓓蓓

在北道德乡，一个微信小程
序“点点帮农”人人在用、人人会

用、人人享利。
果农袁建安在小程序

“点点帮农”上喜提“开年
第一单”，40 吨苹果出
村，直销商超。

袁建安不只是道
德村的产业大户，
他还是富旺果库
的管理员。

“现在需要
80# 以 上 的 苹
果，价格 3~3.4
元，有愿意卖
的可以点击
右上角电话
按钮直接联
系我。”2 月
11 日，袁建
安 在 小 程
序上发布了

一条收购消息。
“4天之内就收购了40吨，春节前后陆续发到

杭州、深圳等地的商超了。”袁建安说，“用这个小
程序匹配市场供需，是真的好用！”

家住茶坊街道纸坊村的熊道友在小程序“点
点帮农”上体会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近日，北道德乡的农服队开着机械进了熊道
友家的地里，犁地、耕地，80亩玉米、60亩果园不
到几个小时就干完了。

“只需要点开‘点点帮农’发布需求，咱们服务
队就上门服务了。”服务队队长张振东说，“价格比
市场价低些，活干得还专业。”

据了解，服务队自 2023年 7月成立至今，14
名专业机手、技术人员们平均每月上门服务10余
次，不仅在本乡镇，还跨区域开展苹果嫁接、修剪、
除草、套袋、农机作业和飞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

“土专家”秦向阳不仅在小程序“点点帮农”的
“农课堂”上学到了果业技术，更是把自己30余年
的种植经验和平日所学传授给了更多的果农。

“春剪缓和树势，夏剪促进成花，秋剪解决光
照，冬剪调整骨架……”秦向阳的百亩果园里，经
常有果农、技术人员来“取经”、互相交流。

“农课堂”搬到线上，好技术走到线下，线上线下
相结合，把线下的粗放式培训变成了线上的精准培
训，把农业院校专家、基层技术员、乡土专家集中起
来，实现了技术共享。

农技指导、技术培训、市场供需匹配……一系列
的信息服务，让袁建安、熊道友、张振东、秦向阳等农
户借助“点点帮农”这个苹果产销共享服务小程序平
台，倍享“红利”。

2023年11月，北道德乡“点点帮农”小程序一经
上线，一周左右的时间，12个行政村2900个种植户、
技术人员、专家等全部上线。

“数字农服”以“点点帮农”小程序为运行载体，
构建起共享农技员、共享农课堂、共享农服队、共享
农市场等四个板块，打造出一个集“果业技术数字化
推广、新型果农数字化培训、苹果供需数字化服务、
果业社会化服务共享”为中心的数字化服务体系，面
向全乡苹果种植户及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为服务对象，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展生产主体数字
化试验示范。

“‘数字农服’实现了人的数字化管理和新质智
力资源的共享，成为一种新式生产密码。”“点点帮
农”产销共享服务平台创始人黄小星说。

项目建设“加速度”
跑出发展“新动能”

通讯员 吴龙迪 记者 樊小帅

“新”在“数字农服”

“质”在“数字农管”

● 智能监测系统

● 秦向阳（左）给村民传授技术

初夏时节，富县的山沟峁梁遍地都是生机勃勃的绿。当下，大家都在热议新质生产力，近日，记者走进富县北道德乡找一找
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质在何处”？

近年来，北道德乡以深化苹果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按照“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整体思路，在生产主体数字化、
生产管理数字化、品牌营销数字化、产业决策数字化等四个方面先行先试，重点实施数字农服、数字农管、数字营销和数字决策
等四大试验示范，逐步构建适合区域实际的苹果产业数字化服务体系，探索实践具有富县特色的数字农业发展模式，让新质生
产力有了接地气、惠民生的“着力点”。

● 气化乡村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