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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管家”管好百姓民生
——广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探索

本报记者 钟海华

一枚鸡蛋的“数字化之旅”
陈 旻 文/图

上午 9 点，随着母鸡一声“咯咯咯”，一

枚小鸡蛋滑入自动储蛋线、转进自动中央

集蛋系统、经过自动传送带、分拣包装出

厂……傍晚 6 点，鸡蛋进了消费者的购物

车，消费者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进行溯

源。不到 12 个小时，这枚鸡蛋经过了怎样

的“数字化之旅”？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贵

溪市河潭镇的江西康益禽业发展有限公

司一探其中奥秘。

“如果想看鸡下蛋的过程，恐怕是看

不到了。”4月 16日，记者来到康益禽业，该

公司销售部经理丰思男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一个日产鸡蛋近 20 万枚的企业看不

到“母鸡下蛋”，带着好奇记者走进公司参

观通道，隔着玻璃窗，只见智能化鸡舍狭

长而深远，上万只的蛋鸡有的啄食、有的

喝水、有的休息，但只能远观不可近看。

“公司先后投资 700 万元用于打造数

字化生产线，引进了一套智慧化的蛋鸡集

蛋设备，建设了 6 栋智能化的鸡舍和 1 栋

自动化饲料加工生产车间。”丰思男告诉

记者，智能化鸡舍内温度、湿度以及光照

都保持科学的数值，维持着一个无菌且适

宜蛋鸡生长和产蛋的环境。在饲料和喂

食方面，“智慧”同样存在。包括地瓜、玉

米、稻谷等绿色粗粮按照科学配比自动加

工，随后通过自动化运输系统传送到鸡舍

中的智能食槽进行喂食。而母鸡下蛋后，

鸡蛋首先进入自动化储蛋线，接着被中央

集蛋系统收集，放入传送带，缓缓运输到

分装车间。

为什么企业会投入数百万元建立数

字化生产线？

数字化能让生产更“智慧”、产品的品

质更有保障。康益禽业公司负责人丰熊

告诉记者，以蛋鸡养殖为例，比如说鸡今

天吃了多少饲料、喝了多少水，鸡舍温度、

湿度多少，产蛋率等等，通过数据分析可

以精确地进行饲养管理。“在公司的中控

室，有一个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大脑’

系统，能实时观察企业车间情况。各个车

间则安装了智能化监控预警体系，有力地

保证了生产安全。”说话间，丰熊点击了一

下销量分析，很快电脑的大屏出现了 3 月

销售分析图，“鸡蛋出厂后的销售地区、数

据等分析会自动生成，这能帮助企业更科

学地决策、发展。”

事实上，数字技术，不仅让企业朝着

智慧化方向发展，也能让企业得到相关部

门更全面的监管及扶助。

在康益禽业的食品检测室，一台小旅

行箱大小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吸引了

记者注意。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轻轻敲碎

一枚鸡蛋放入快检箱中，很快一张农药及

抗生素残留的快检报告生成，结果显示为

“合格”。基于快速检测及农粮部门的定

期抽检，企业会打印一张“承诺达标合格

证”贴在出厂鸡蛋的外包装上，并印有二

维码，消费者扫码溯源就可以得知这批鸡

蛋的“身份信息”。而这个快检结果通过

物联网能实时传送到 20 公里外贵溪市“智

慧三农”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后台。

智慧平台，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将贵

溪市农粮局和多家智慧农业企业紧密地

联合在一起。

郑桂梅是贵溪市农粮局的一级主任

科 员 ，参 与 了 该 平 台 从 试 点 开 发 到 全 面

应用的全过程。据介绍，2020 年，贵溪市

投资 1000 万元，建设了依托云计算、大数

据和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的“智慧三农”

综 合 管 理 服 务 平 台 ，全 市 农 业、渔 业、畜

牧等服务“三农”的数据资源都整合进入

这个平台。

“我们的‘智慧三农’平台设有多个智

能 化 管 理 模 块 ，包 括 农 业 数 字 化 管 理 系

统、农业大数据展示系统、农业技术服务

平台、智慧农业监管平台等等，可以实时

对已经接入系统的智慧农业企业开展监

测。”郑桂梅告诉记者，立足“智慧三农”平

台，可以看到康益禽业最近各个批次鸡蛋

的快检报告，能有效针对企业开展实时监

管、高效处理紧急突发事件，依托平台的

视频培训还能开展线上培训，传授科技饲

养知识。

为了帮助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贵溪

市农粮局积极组织开展农业物联网示范

基地建设，目前全市有 63 家种植、畜牧、

水产企业被评为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基

地，其中有 34 个基地接入“智慧三农”平

台 纳 入 智 能 监 管 范 围 ，包 括 康 益 禽 业 在

内的 7 个基地 2021 年被评为省级农业物

联网示范基地，可以享受一次性 15 万元

的 政 府 补 贴 ，同 时 在 系 统 运 营 维 护 方 面

也能获得支持。

小鸡蛋，大产业。据了解，自 2015 年

康益禽业落户河潭镇以来，企业发展稳健

而有力，目前拥有蛋鸡 40 余万羽，实现年

销售收入 6000 多万元。“根据鹰潭市‘万企

兴万村’行动的要求，河潭镇积极引导康

益禽业参与乡村振兴，同时帮助企业在助

力乡村振兴中做强产业、做优链条、做大

业务，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贵溪市河潭镇党委书记万杰

成如此表示。

眼下，康益禽业正在河潭镇新建一座

“青年鸡场”，延长产业链打造蛋鸡场前端

产业，预计将新建数字化的青年鸡舍 6 栋，

单栋存栏青年鸡 6 万羽，年产值将达 3000
万元，利润达 500 万元。万杰成说：“这个

‘青年鸡场’项目建成后，可以带动当地农

户 300 余户，吸纳周边 80 余个村民就业，

同时能为村民提供先进养殖技术培训，帮

助村民创业。当‘一枚鸡蛋’走上了数字

化的旅程，这家蛋鸡企业则带动村庄进入

乡村振兴发展的‘快车道’，让村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数字化发展的红利。”

4 月 21 日下午，抚州市广昌县旴江镇

下湖村，穿着黄色马甲、戴着安全帽的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人员正有条不紊地

清除高标准农田旁水渠内的淤泥。有村

民从一旁走过，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

向记者感叹，“现在农田水利设施有人管，

村里的绿化有人管，路灯坏了也有人管。”

但在 2020 年以前，情况并不是这样。和其

他地方一样，那时候的广昌，普遍面临着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重建轻管”的难题。

要让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中看”更“中

用”，就必须做好后期管护工作。广昌县

积极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探

索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后管护“多位一体”模式，构建起“大管护”

格局，形成了一整套长效管护机制，全面

提升了管护质量和水平。

农村有了“大管家”，各类涉及民生的

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有效管护，“重建轻

管”难题被彻底解决。

多位一体的管护模式

近年来，广昌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大力推进，供水工程实现全民覆盖，农田

灌排体系日臻完善。省水务集团下属的

广昌润泉供水有限公司承担着城乡一体

化供水项目的运行职责，在每个乡镇都配

备了水电工、维修员、巡查员等工作人员，

负 责 水 表 、管 网 等 供 水 设 施 的 维 护 和 管

理。“每个乡镇都得配备相应的人员，但这

些人员只负责城乡一体化供水项目的运

行，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公司

总经理尧向群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广昌县的相关政府职能部

门也面临着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尽

管农村供水设施有人管护，但包括新农村

基础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公墓等在内的

其他设施的管护始终面临着人员不足、资

金整合不到位、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一边是管护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

分 释 放 ，一 边 是 缺 乏 一 支 专 门 的 管 护 队

伍。两个问题碰到一起，反倒促成了问题

的解决。

2020 年 9 月，广昌县通过公开招投标

与省水务集团签订维养合同，将全县农田

水 利 设 施 32.12 万 亩 、农 村 饮 水 工 程 538
处 、新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638 处 、乡 村 道 路

1355.3 公里、农村公墓 19 处纳入维养管护

项目范围，合同期限十年，管护服务费为

平均每年 1500万元，十年共计 1.5亿元。

2021 年 3 月，广昌润泉供水有限公司

专门组建了广昌润泉维养管护公司，负责

该县农田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工程、新农

村基础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公墓等农村

基础设施的管护。至此，多位一体的管护

模式开始形成。

多方联动的管护机制

广昌润泉维养管护公司按照“环境卫

生干净、河塘水体洁净、道路安全畅通、公

共设施完好、绿化养护到位”的管护标准，

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日常巡查、清理

清洁和维护修复。公司不仅建立了日常

维养制度和应急维修制度，同时将全县划

分南北片区，成立维养管护所，各乡镇均

成 立 管 护 中 心 ，所 有 行 政 村 设 立 管 护 站

点，维养人员配戴电子工牌，每日按工作

计划对维养管护项目实施作业。公司经

理 陈 凡 告 诉 记 者 ，遇 突 发 情 况 工 作 量 大

时，他们会和乡（镇）协商安排专业队伍和

现场维养管护人员合力处理，对损毁设施

设备进行及时修复，对垃圾、杂草、淤塞等

情况进行及时清理，确保工程完好、设备

运行正常、沟渠供排水通畅。

尽管引入了第三方物业化管理，广昌

县也并没有当起“甩手掌柜”。该县水利

局局长吴振华告诉记者，县里对维养管护

公司实行“一月一巡查、一季一考核”，巡

查由农业农村、交通、民政、水利等部门人

员共同参与，考核由各乡镇根据辖区管护

工作情况，每季度进行考核打分，根据考

核得分核算管护经费。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不仅需要多

方联动，更需要群众参与。广昌县在所有

行 政 村 均 建 立 村 民 理 事 会 ，强 化 对 农 户

“门前三包”的监督，同时将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管护纳入村规民约，组织村民开展文

明农户、卫生家庭、美丽庭院、道德“红黑

榜”等评比活动，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

多方共赢的管护效果

旴江镇赖坊村村民程名强家里种了近

百亩地，但由于现在基本上是机械化作业，

农活并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所以他还是

加入了广昌润泉维养管护公司。4 月 21
日，记者见到了正在和同事们一起清理沟

渠的他。谈起如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管

护，他告诉记者，村民们都很“惊讶”，“惊

讶”于“村里什么事情都有人管”。显然，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管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

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但管护的效果却不止于此。对于政

府而言，这种“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

经费、有督查”的长效管护机制一举解决

了之前各部门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

涉农资金相对零散，难以发挥作用；管护

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多位一体的管护模式

不仅破解了广昌润泉供水有限公司在城

乡一体化供水项目运行上保本微利可持

续发展的难题，更让公司由单一的供水企

业向“城乡运营服务商”转型。“按照这种

模式，接下来，如果政府还有其他的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需要管护，我们同样还能承

接下来。”尧向群说。

繁美丰盛的四月，走进永丰县广

袤的乡村田野，一幕幕农耕场景描绘

出一幅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社会

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永丰作为全国首批无公害蔬菜生

产示范基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蔬

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全国蔬菜标准

园示范区及江西省蔬菜生产十强县之

一，近年来该县持续强化农产品品牌

建设。目前，全县有机蔬菜、中药材等

特色农业产业面积达 85 万亩、年产值

35 亿元，初步形成了“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的发展格局。

空心菜种出“实心财”

“我种了 50 亩空心菜，从 3 月下旬

开始上市，每公斤售价 8 元多，每天销

量 1500 公 斤 左 右 ，主 要 是 吉 安 、抚 州

的经销商上门采购。”石马镇源头村空

心菜基地负责人郭安春高兴地说。

为厚植特色优势农业产业，该县

对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加强

技术培训和示范引导，通过支部引领、

利益联结等方式，完善奖补政策，提升

全 过 程 服 务 ，统 筹 发 展 空 心 菜 、扁 萝

卜、淮山、芦笋、香芹以及双孢蘑菇等

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全面推进基地规

模化、管理科学化、生产标准化、营销

市场化建设。2021 年，该县新增商品

蔬 菜 面 积 6755 亩 ，总 面 积 达 14.2 万

亩，年产量 33 万吨，年产值 18 亿元。

甜叶菊成为“富民菊”

走进永丰县七都乡甜叶菊智富农

场 ，农 户 们 正 忙 着 扦 插 母 苗 、铺 撒 谷

糠，一派忙碌的劳动景象。“基地种植

甜 叶 菊 170 多 亩 ，另 外 还 培 育 供 应 全

县 3000 多亩甜叶菊的种苗，今年的订

单量比去年有所增长，整个农场年产

值预计 600 万元左右。”农场主邱保祥

开心地介绍。

这段时间，七都乡甜叶菊智富农

场每天都有 100 多名务工人员，最多时

每天有 200 多人。“在这里做事很开心，

既能照顾家里，又有务工收入，还可以

分红，每年收入有 5 万元左右。”七都乡邵家村村民李二英开

心地说。

据了解，七都乡甜叶菊智富农场采用“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形成了集甜叶菊育苗、栽培、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

业链，辐射带动周边 1000 余户村民发展甜叶菊种植。近年

来，永丰县通过组织联姻、智力联盟、合作联营、利益联结的

“四联普惠”机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648 个，带动约 3.1 万户

农 户 增 收 ，利 益 联 结 脱 贫 户 3564 户 ，脱 贫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14421.4 元，全县特色中药材、高产油茶等新兴农业产业，实现

了从零散状、碎片化到成链条、成体系的巨大变化。

小辣椒演绎“大产业”

辣椒是永丰县蔬菜产业的主打品牌。该县突出抓好县蔬

菜（辣椒）高标准示范园建设，助推辣椒产业向标准化、规模

化、全产业链化发展。

位于佐龙乡罗富村的佐盛蔬菜基地是省内单体面积最大

的双层单体大棚，主导产业为永丰辣椒，年销售收入达 3500
万元，每年为附近农民增加务工收入 400 多万元。坑田镇的

塘下辣椒标准园通过规范化建设和运营，吸引和带动周边农

民加入辣椒种植队伍，同时，通过“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

快速推广辣椒新品种新技术，打响永丰辣椒大品牌。

目前，永丰县辣椒种植总面积达 10 多万亩，总产量 30 多

万吨，永丰县蔬菜已注册“永丰”牌商标并被评为江西省著名

商标，其中“永丰”牌辣椒被评为江西省名牌产品。

横峰构筑绿色“防火长城”

本报横峰讯 （通讯员廖忻梦）走进横峰县上坑源生态公

益林场，2.7 万亩森林山地，37.7 公里长的生物防火林带与茂

密的森林相依并行，一棵棵木荷树像一名名威武的“士兵”，守

护着大山森林的安全。为保障全县 62 万亩森林生态安全，

2018年以来，横峰县落实林长制，大力推进生物防火林带工程

建设，将大片林地分割成若干个防火区间，筑起了一道道绿色

“防火长城”。

该县林业部门把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实施绿色防火

作为减少森林火灾损失和危害、促进森林资源长治久安的一

项战略措施来抓，在岑山国家森林公园、葛源镇、青板乡、龙门

乡等重点生态区域、重点森林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防火

脆弱区、行政区域交界之处，种植以木荷树为主的生物防火树

种，营造“以林养林、以林护林”的生物防火林带。目前，该县

投入营造生物防火林带资金 385 万元，建成生物防火林带总

长度 76817 米、面积 1728 亩，建设宽度 10 至 20 米，栽植木荷树

29.6 万多株，苗木成活率达 95%以上。防火阻火效果日益凸

显，全县火灾受害率由 2019年的 0.4‰下降至 2021年的 0.2‰，

为建设生态横峰营造出一道坚固的绿色“防火长城”。

仙女湖区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肖庆华、胡波）为全力保障辖内渔

业企业生产安全，新余市仙女湖区渔政管理局充分利用休渔

期，集中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改专项整治行动，要

求辖区渔业企业所有船舶必须上岸检查，救生衣必须按要求

着装，救生圈、灭火器等须醒目标示，持续加大对渔业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渔业安全生

产秩序。3 月份以来，该局共排查隐患 25 处，维修船舶 20 余

艘，配备救生衣 30件。目前，所有隐患均已全面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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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有序包装工人们有序包装，，把好鸡蛋出厂前最后一关把好鸡蛋出厂前最后一关。。

本报赣州讯 （曹章保、焦俊杰 通讯员尹才

霞）阳埠乡是赣州市赣县区远近闻名的腐竹之

乡，这里不仅盛产腐竹，而且还因腐竹品质优

良，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晒豆、洗豆、磨浆、制作腐竹……时代变迁，

如今这些传统腐竹的制作，大多已被机械所代

替。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今天，阳埠乡黄沙村

村民陈和林依然坚持着传统手工工艺，他家的

腐竹往往需要花费数十个小时，经过十几道工

序制作。

阳埠地处山区，但是有许多像陈和林这样

的老手艺人，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阳埠手

工腐竹，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近年来，阳

埠乡大力发展腐竹产业，截至目前，全乡有腐竹

专业合作社 3 个、腐竹加工基地 3 个、腐竹加工

户 150 户，年产腐竹 50 万公斤，“阳埠腐竹”供不

应求，产品打入了上海、南昌、广州等地市场。

白云生处有佳肴

陈和林在制做腐竹陈和林在制做腐竹。。曹章保曹章保摄摄

手工腐竹必须经过晾晒工序手工腐竹必须经过晾晒工序。。曹章保曹章保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