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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正式成为
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

□青海日报记者王晶报道

12月16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正式公布
西宁被授予“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称
号。

西宁位于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具备独特
的冷凉气候优势，冷凉气候不仅对某些作物的
生长有特殊利好，还可以让西宁在炎热的夏季
也能提供市场所缺乏的农产品，满足市场季节
性需求。独特的冷凉气候条件下，西宁培育出
多种特色蔬果。2024年，露地蔬菜播种面积
11333.3公顷、产量44万吨、产值12.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2.2%、22%、50.2%，冷凉蔬
菜80%输出省外，输出39.5万吨、产值11.2亿
元，带动10.16万人参与务工，西宁夏菜进入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等十几个省区。

此次“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的发
布，为西宁冷凉蔬菜赋予了独特的气候生态品
牌内涵。

点赞：努力写好地域特色大文章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本身特色，但具体
要看是否去努力挖掘了，是不是将发展与当地
特色进行了有效融合。西宁虽身处青藏高原的
核心地带，但当地政府敢于多向思维，不断创新
突破直面痛点，竟把独特的冷凉气候劣势打造
成为发展当地农业的特色优势，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的有力引擎。

“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这块金字招
牌，对西宁人来讲，应该是得来不易。从数字上
来看，仅 2024 年，西宁露地蔬菜播种面积达到
11333.3公顷，产值12.3亿元，冷凉蔬菜80%输出
省外，带动 10.16 万人参与务工。一个个鲜活的
数字，证明着西宁蔬菜产业发展正大显身手，填
补了全国蔬菜供应体系中的夏季市场空缺。

□农民日报记者郭诗瑀报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
场景不断丰富、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纵深推进，提速降费政策
稳步实施，截至今年6月，我
国农村网民达3.04亿人。这意
味着超过60%的农村常住人口
跨越数字鸿沟，主动融入数字
化生活。通过一部手机、一根
网线，城乡之间数据、信息等
要素流通更高效，从田间地头
到村民家里头，越来越多的农
村网民通过互联网给乡村带来
了新变化。

生产方式在变，农业生产
更高质高效。农民会上网，才
能“慧”种地，当前农村老龄
化趋势明显，劳动力结构性短
缺：年纪大的农民种不动地，
年轻人不愿种地。而随着数字

“新农具”不断“上新”，农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不断提升，

“谁来种地”问题逐渐有了解
决方向。

现在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
点，气象、土壤、病虫害实时
监测，浇水、施肥自动化操
作，有异常情况还能收到及时
预警，在线联系专家远程处理
……现代智慧农业生产方式用
各类传感器物联网设备作“耳
目”，各种智能农机设备代替

“手足”，用大数据精准管理，
用算法和模型辅助大脑决策，
实现农业生产从“跟着感觉
走”到“数据说了算”，助力
农民从“会种地”到“慧种

地”转变。如今，依靠智能化
设备“耕种管收”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农民的选择，据统计，
近5年我国农业机器人需求量
保持38.6%的增长率；全国无
人农场项目数量过百；2023年
我国安装北斗终端的农机数量
达220万台，将传统地块的使
用率从80%提升到了95%……
这让更多人看到农业发展的新
可能，追逐数字化浪潮的“新
农人”队伍正逐渐壮大。农业
农村部最新发布的《全国智慧
农业行动计划 （2024—2028
年）》 提出，到 2028 年底，
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要力争达到
32%以上。随着农业生产信息
化率逐年提升，农业生产格局
将进一步改变。

以做强产业来说，农村网
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
构成者，是乡村经济新业态的
主要参与者。近年来，一批批

“农民主播”将乡村日常生
活、原生态美景美食、民间非
遗技艺等在互联网平台展示，
与网友共享，吸引了大量游客
重识乡村、探索乡村，推动了
乡村旅游持续火热。随着民
宿、休闲农业等经济新业态在
乡村落地生根，并通过网络运
营开拓市场，为农民增收注入
新动能，截至 2023 年末，全
国14.7%的村约50万农户开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年
接待游客超过 30亿人次，休
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 8400 亿
元。

此外，农村“电商达人”
队伍不断壮大，2023 年超过
100万农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
品，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
7300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到2.49万亿元。摇身一变成为

“电商达人”“带货主播”的农
民们借助互联网畅通农产品上
行渠道，把更多藏在“深山”
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大市场。

数字化也进一步提高了
乡村治理的效率。过去村民
提交证件资料得去村委，解
决纠纷得找村委，村里有个
大事小事都得跑好几趟。但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各类数
字平台落户乡村，人、地、
物、事等海量数据汇集，乡
村 数 字 化 应 用 场 景 持 续 涌
现。村民动动手指，足不出
户就能在手机上进行各类事
项申请。基层干部操作智慧
平台，便可远程提供便民服
务 ， 实 现 道 路 院 落 实 时 监
控、重点人群实时监测。在
互联网的加持下，乡村治理
正在朝着更智慧、更高效的
方向转变。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广
大农民是主力军。当前，信息
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引领
作用日益凸显，给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如何充分发挥这3亿多农村网
民的潜力，提升他们的数字素
养与技能，对激活农业农村内
生发展动力、推动智慧农业和
数字乡村建设意义重大。

我国农村网民逾3亿人
智能化“耕种管收”成为农民的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