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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砀山酥梨全链条生产——

千年古梨“吃”出新味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政策体系。这一重要任务深刻阐明了新时代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与主基调，释放出

进一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明确信号。加

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从传统发展

方式向高质量发展的自主选择，有利于拓展我

国经济发展新空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保障。

健全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制度是治理体

系的扎实根基，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

体系化支撑。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数字经济发展

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前瞻性制定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制度系统集成，确保

各项促进政策体系衔接。深化数字经济制度体

系改革，统筹推动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加快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造有利于新业态、

新场景、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制度体系

的科学指引，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工业

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深化数字经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统筹发展和安

全，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积极对接国际

高标准规则，持续推广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较为成

熟的标准和规则体系，鼓励依法拓展数字经济领

域的国际合作。

打造数据可信的流通体系。数据作为新

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创

新引擎。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建立边界明

晰的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

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

推进数据分类分级使用和市场化交易，支持数据

处理者依法依规收集流通数据，创新数据流通技

术和模式，实现数据跨区域、跨行业流通使用。

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同环节

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创新数字经济收益共

享方式，健全更加合理的市场评价机制。健全公

共数据共享机制，规范编制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

录，推进公共数据归集整合和有序流通，探索有

利于开发利用的创新举措。搭建规范高效的数

据交易场所和平台，健全数据交易规则、业务规

范和监管制度，促进数据交易场所和平台互联

互通，降低数字资产交易成本。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是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首先，健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律体系，细化数字经济领域中垄断行为和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对市场主体利

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损害其他主体

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规制。其次，全面落实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公平竞

争审查机制，规范和清理行政许可、资质资格、

经营行为规范等方面妨碍数字经济领域公平

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再次，支持各类企业共同

平等发展，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合作，构建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公共服务资源统

筹管理和共享利用，保障市场主体公平使用资

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使用权等各类生产要

素和公共服务资源的权利，有效降低数字经济

创新和交易成本。

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必须树立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

展的理念。创新基于新技术新手段的监管模

式，建立健全触发式监管机制，制定数据流通和

交易负面清单，依法打击数据过度采集、数据资

源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推进分行业监管

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完善数据联管联治机制，健

全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依托国

家“互联网+监管”等系统，深化监管平台与企业

平台联通，提升以网管网、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效能。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根据

数字经济领域特点、风险等级和市场主体信用水

平，进一步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规范信用信

息和信用数据处理和利用。加强数字经济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探索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生命

信息等新类型数字化知识产权财产权益法律保

护新模式，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依法打击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

提供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法治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数字经济法

治建设，根据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制定出台

法律法规，推进数字经济立法与新质生产力的

要求深度融合，明确数据产权保护、收益分配、

跨境传输等制度规范。推动完善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健全数

据隐私保护和安全审查评估等法律制度，强化

市场主体数据全流程合法治理。加强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机制，整合各类法律服务设施、人

员、数据等资源，依法组织提供与数字经济相

关的法律咨询、指引、援助等法律服务。此外，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执法司法，进一步健全数字

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等跨部门协同机制，健全行

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信息共享、案件移送、

案情通报等协作配合机制，有效维护数字经济

主体的合法权益。 （郑和园 毕金平）

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秋天到了，砀山县40多万亩酥梨飘香。在

砀山酥梨核心种植区，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田娟拿出测糖仪测量糖度。

“今年果子的糖度达到12以上，非常甜，品

质是近些年最好的一年。”田娟告诉记者。

砀山酥梨有3000年栽培史，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砀山的酥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

步成为果海绿洲，1994年被冠以“梨都”称号。

砀山酥梨缘何“香”飘四海？除了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外，也离不开科技的加持。近年

来，砀山县积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赋能酥梨产业，实现种植、管理、销售全链条革

新，让千年古梨“吃”出了新味道。

数字果园开辟种植新路径

在砀山县龙润堂“数字果园”内，田娟托起

一颗硕大的酥梨告诉记者：“酥梨品质好不好，关

键看果点。果点比较细腻，果实光洁，没有锈斑，

颜色好看，就说明没有病虫害，口感也甜。”

优质的砀山酥梨与温度、光照、土壤酸碱

度等密切相关，“数字果园”建设为砀山酥梨提

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果园进门处一块空地上，就有一个小型观

测站，里面安装了测温、测虫等各类数据采集

设备，梨树上则布满摄像头、传感器等。有了

这些设备，即可全天候监控梨园，并采集风力、

风向、光照、温度、湿度、土壤墒情等数据，实时

上传“数字果园”信息化管理平台控制中心，实

现数据化、智能化管理。

“霜打梨花不见面”生动描述了霜对梨花

的危害。过去一到梨花盛开的季节，果农们就

提心吊胆。

“现在有了这些设备，我们对梨园管理就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田娟打开“砀山数字果

园”App，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土壤温度、水

分、pH值、氮磷钾含量等实时数据一一显示出

来，“一旦温度低了，平台会发出低温预警，果

农就可以第一时间采取除霜防冻措施。”

通过这些传感器和各类智能设备，“数字

果园”实现线上操控、远程会诊功能。

当梨园或某一棵梨树出现问题，农户在平

台上直接联系果树专家。专家通过梨园摄像

头和传感器的数据，便可查找问题所在。“以

前，我们要到地里去查看病虫害，现在手机、电

脑上都可以实时远程监控，在线给予技术指

导。”田娟告诉记者。

“数字果园”还引进了一系列智能化装备，

如无人驾驶割草机、无人驾驶靶向喷药机、多

功能植保机、无人驾驶辅助管收机等，在梨园

耕地、开沟、水肥灌溉、喷药、除草、采收运输等

关键环节发挥作用。

2019年起，砀山县委、县政府聚焦国家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打造“信息科技+智能装

备”创新集成的“一号梨园”砀山酥梨生态基地，

推进酥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提升，并积

极探索建立砀山酥梨“数字种植模型”。

“等这批五六十岁的果农退休后，年轻人

根据模型就能管理好梨园，不用担心以后没人

会种梨了。”田娟说。

目前，砀山县已建成数字化应用场景16个、

数字农业示范基地53个，覆盖面积30余万亩。

绿色防控为酥梨“强身健体”

砀山酥梨个大质优，肥料很关键。在“数

字果园”里，几名工人抢在酥梨采摘前最后一

遍追肥。他们在梨园里挖出一排排浅坑，再倒

入豆面。“豆面就是黄豆直接打成粉给梨树追

肥。只有梨树‘吃’得好，果子口感才能好。”梨

园管家李军告诉记者。

随着“数字果园”深入建设，砀山县严格制

定“一号梨园”生产标准、果品等级标准及产品

包装标准等，按照“品种好、品相好、品质好、品

味好”的要求，推行标准化生产。

为保证酥梨品质，“数字果园”基地坚持绿

色防控，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

“我们提出‘强身健体’工程，用豆面、黄腐

酸钾等高端有机肥替代化肥。同时采用杀虫

灯、诱捕器以及人工摘虫等方式减少病源和虫

源，把病虫源减少到最低状态。”田娟说，通过

梨园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蜂机

协同授粉等新技术运用，砀山酥梨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到80%以上。

随着酥梨标准化生产不断推广，砀山酥梨

种植向品质化方向发展。2023年，砀山酥梨产

量从2022年的91万吨增长到100.86万吨、优

质果率从75%提升到85%。

云上认养专为安心吃好梨

在“数字果园”基地，不少梨树上挂着一个

红色的认养标牌。这表明，这一树美味的酥梨

已经有了“主人”，只等“主人”来采摘了。

砀山酥梨好吃，总有不少网友关心询问：

超市买的砀山酥梨是不是真的？怎样才能买

到正宗的砀山酥梨？

结合“数字果园”新设备、新技术，不少梨

园想出来新点子——“云上认养”。

“云上认养”就是参照QQ农场模式，让全

国各地的网友坐在家里“云”种梨。“我们开发

了云上梨园小程序，网友认养梨树后，就会有

专门的摄像头对准认养的梨树。网友随时随

地打开手机，就能见证梨树从开花到挂果、采

摘全过程。”安徽龙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赵雨字告诉记者，一棵树足足有250公

斤砀山酥梨，认养的网友可以选择将鲜果邮寄

给亲朋好友，也可以要求代加工成梨膏、梨膏

糖保存起来。

“云上认养”还和文旅相结合，给认养的网

友提供两次免费砀山旅游的机会。春来赏梨

花，金秋品鲜果。认养的网友可以在梨花节、

采梨节两大节庆期间来砀山露营、采摘，品尝

农家美食，还可以亲自熬制梨膏，体验特色民

宿，享受慢节奏的梨园生活。

据统计，2023年，砀山县梨产量达100.86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143.2亿元，“梨”主题吸

引游客548.6万人次，综合收入15.97亿元。该

县依托水果资源，以梨花节、采梨节为媒，逐渐

实现线上“种草”，线下“引流”。

（安徽日报记者 张玉芳 何雪峰）

9 月 4 日，淮南市农业生

产大托管产业服务平台实时

更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托管

合同等数据，通过农田数字管

家，服务现代农业生产。由安

徽农管家负责运营的淮南市

农业生产大托管产业服务平

台引入数字化、区块链、卫星

遥感等技术，为托管经营主体

提供农资集采、贷款保险、农

服撮合、农技培训、烘干仓储、

农特产品销售等一站式服

务。现已吸引 20 多万农户、

655个村集体，近2000个经营

主体入驻农业生产大托管产

业服务平台，2024年淮南市水

稻托管面积达188万亩。

陈彬 摄

农田农田““数字管家数字管家””助力农业生产大托管助力农业生产大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