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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转型升级搭起“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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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打造国际“种都”的蔬菜之乡移风店镇，靠科技力量为农业转型升级搭起“云梯”；有着600年
历史的大欧村传统鸟笼手工造，插上“云”翅膀飞向全世界，鳌山卫街道鳌角石村，驶入e时代让绿水
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龙泉街道莲花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区，依靠数字赋能打造乡村旅游“新图鉴”……

依托电商产业基础和农业数字化改革先行优势，青岛市即墨区与时代紧密同频共振，打造了数字
经济助力农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今年《数字青岛2022年行动方案》出台，即墨移风店镇数字乡村试
点被列入全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普惠数字社会样板工程的任务清单。近日，早报记者走进即墨
乡村，实地探访解锁即墨数字乡村振兴的“密码”。

引进项目之初，便彰显了一个大格
局。而未来的任何产业，都将离不开数
字化。

作为农业大省的山东在新旧动能转
换关键时期，自然要将农业视作转型升
级的重点领域，而农业的转型升级一定
离不开科技化、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位
于即墨区移风店镇的瑞克斯旺（中国）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即墨实施乡村振
兴科技支撑行动的一个典型缩影。

瑞克斯旺种子种苗集团公司成立于
1924年，在全球蔬菜种子行业中排名第
四。2015 年在即墨区移风店镇成立科
研中心。2016年8月，集蔬菜研发、示范
及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瑞克斯旺科研中心
正式奠基成立，定位要用 4到 6年时间，

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市场、辐射整个亚洲的
国际一流蔬菜研发中心。以雄厚的科研实
力为背书，瑞克斯旺立足于中国当地的气
候和消费特点，在水培和无土栽培技术方
面进行了大力创新，不断研发出适用水培
和无土栽培的新型改良品种。

即墨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以
来，大量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区域内
落地转化。除了以瑞克斯旺为代表的绿色
蔬菜生产基地之外，还有优质粮油生产基
地、果茶生产基地、薯芋生产基地、中药材
花卉生产基地、畜牧养殖基地和海洋渔业
养殖基地等六大基地。这些成果大大改变
了以往农村第一产业普遍为分散式生产、
作坊式经营的零散模式，实现了农业转型
升级与提质增效。

张院的簸箕，毛子埠的升，大欧的笼
子进北京。

说起这些传统手工造，许多人并不
陌生，就是这样的传统产业，如今靠着数
字化，插上了“云”的翅膀，将即墨手艺人
的产品卖到了全世界。

大欧戈庄村编织鸟笼始于明代，以
其工艺复杂、造型美观、质量优良、有独
到的欣赏和收藏价值在国内久负盛誉。
2009年，大欧鸟笼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数字
经济向乡村振兴逐步渗透，乡村产业新
型业态不断涌现，大欧戈庄村就是数字
经济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的典型范例。
这个面积仅2000余亩的小乡村，用一根
根网线编织出年产值超过 4000 余万元
的鸟笼产业，书写了一段“鸟语竹韵，笼
腾富跃”的乡村振兴传奇。

村民471户、人口1500余人、耕地面
积 2009 亩，网格党支部成员 3 人、党员
57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看起
来并不起眼的数字背后关联着的，竟是
年产鸟笼 60 万件，发展电商业户 80 余
家，电商年销售额达2000余万元等一系
列亮眼的成绩单。从全国最大的鸟笼加
工专业村到连续 7 年获评“中国淘宝
村”，大欧戈庄能够实现农业与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多层
次、大范围的数字技术赋能。从接单、制
作、包装到发货一站式操作，一条数字电
商助农发展道路就此打开，大欧戈庄村

生产的鸟笼不仅畅销北京、天津、上海等全
国3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美国、法国、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

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文化，数字乡
村建设的价值理性不能脱离人文关怀。在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有着几百年鸟笼文
化传承历史的大欧戈庄村坚定了“保留、传
播乡村特有文化价值”这一基本思想认识，
在当地建有乡村记忆馆和柳腔博物馆。
2015年，大欧戈庄村被列入山东省第一批

“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名单。他们深
知，让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接纳乡村
特有民俗文化，将为当地鸟笼产业的持续
壮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提升带来源
源不断的推动力，最终实现富民强村双赢
目标。

在红瓦石墙、绿树成荫的鳌角石村漫步，大家愈发理解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深意。如今，这座有
着 600 多年历史的小村落已经拥有“山东省旅游特色村”

“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庄”等诸多荣誉。
与周围日新月异的村居比起来，鳌角石村党史馆尽管

有些其貌不扬，但它却清晰记录了鳌角石村历任党员干部
是如何拒绝多个高利润但强污染的项目落户，一心带领村
民发展茶叶、雪松、花卉等生态产业。内在修为的提升，才
是吸引外在因素的着眼点。只有守住了绿水青山，才有可
能将其转化为金山银山。近年来，鳌角石村以数字化改革
引领产业振兴，一方面完成了对茶园茶棚、物流路径、道路
绿化的集中改造，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种
植体系，推动产业精品化。另一方面变“路径依赖”为“模式
创新”，打造了聚合茶叶、梅花、苗木、旅游、康养等产业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积极推进“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康旅融
合”“养旅融合”，真正将“茶香梅谷”打造成当地乡村振兴的

“绿色名片”。
要解决产业链偏短、农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就要

延长产业链，大力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借助乡村振兴数字
化转型深化发展这一时代机遇，鳌角石村逐步完善了规模
化种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电商销售、生态观光旅游等一
整条业态丰富、多元融合的产业链。

五彩莲山，生态龙泉。今年春天，即墨区龙泉街道绵延
千亩的蜜桃基地成了市民的新晋打卡地。一朵朵桃花竞相
开放，漫步其中，恰如《诗经·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的意境，各种美图在网络上掀起一波“种草”热潮，然而这仅
仅是龙泉街道打造的莲花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区内的一个缩
影。依托莲花山、莲阴河的自然生态优势，龙泉街道携手央
企华侨城集团，高标准建设了52平方公里的莲花田园乡村
振兴示范区，串联台子、张家庄、石门、汪南等 10余个村庄
和100余家休闲庄园、家庭农场，域内美丽乡村群落各有特
色，骑行公园、民宿、露营基地、农家宴、咖啡馆等各类旅游
项目精彩纷呈，莲花山片区2021年获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
新典范地区。片区内汪河水南村更是借势谋发展，曾在
2020年获评“青岛市乡村旅游特色村”，2021年获评省级美
丽乡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是当之无愧的以“乡村旅游”为
主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打造“数字乡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既是抓好乡村
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为着力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作
出的行之有效的创新探索。近年来，汪河水南村强力推进

“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并通过加快农村电力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探索了乡村治理新模
式，弥补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构建起数字乡村建设和
发展的新图景。龙泉故事“码”上听，志愿服务“码”上订，农
村智能电网建设为低碳旅游充上“绿色电”，农产品通过线
上展销平台送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借助乡村振兴数字建设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即墨精心
设计打造了一个全面展现现代农村科技发展新概念的全新
世界——未来数字农业、云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农村
经济综合体……当大数据、云计算精准覆盖昔日的荒山野
岭，农村和农民拥抱了数字生活，也就握紧了致富振兴的

“金钥匙”。 本版摄影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郭吉鹏

即
墨
菜
农
云
端
销
售
。

农村电商托起“智”富梦

大欧鸟笼插上云翅膀，手工造受欢迎。

e时代让小山村成旅游村

数字赋能打造乡村游“新图鉴”

莲花山片区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