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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手机掌控120亩农园 工厂生产有“智慧大脑”

平湖发力打造“数字强区”
本报讯 走进嘉兴市平湖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基地，几排高端大气的高规格连栋大棚便
映入眼帘。“我们采用沙培、气雾培和水培技术，
种植辣椒、玉米、蘑菇和各种叶菜类作物。”基地
负责人郭东明介绍，占地120亩的园区内，只有一
位管理员，对基地的管控大多时候只需要手机操
作。

打开手机里的“数字农合联公共服务平台”，
基地 9块种植地实时数据一目了然。“温度过高，
意味着农作物要通风了；水分过少，意味着农作
物要喝水了；生长过缓，意味着农作物病了需要
看医生……”郭东明说，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他
可以通过手机实现远程人为干预，设定相关数
值，从而调控大棚内的环境及施肥机的输出情
况。但更多时候，大棚会根据农作物的需要，主
动打开或关闭遮阳篷，调节温度，让农作物处于
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施肥机也会智能调节水肥
比，形成农作物所需配方。自从基地实行数字化
管理以来，效果很显著：叶菜一年可以种五到六
茬，年亩产2万斤，产量是传统种植模式下的一倍
多。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平湖农业各个

领域，都能找到数字化的影子——“云农博”线
上采购平台、“金平湖鲜到家”掌上商城等载体，
实时抓取市场信息，让“田间”能够更灵敏地反
映；金融机构将农民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数据
转化为免抵押信用贷款的依据，从信用环节打通
破解农民融资难。同时农民只需线上申请，金融
机构线上办理、线上发放，实现“一次都不跑”。

“数字化改革应用到我们农业领域，不仅教会
我们‘怎么种’，还教会我们‘种什么’。”郭东明
说道。

如今，在平湖，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加速在各个领
域深度融合，社会肌理、治理格局、发展路径等
在被一一重塑。

位于平湖市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的浙江伴宇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个搭载了“智慧大脑”的
服装生产车间，引起参观者的浓厚兴趣。“我们缝
纫车间的每台缝纫机上都搭载了一块电子屏幕，
实时显示操作数据并传送到所在小组的屏幕上。
组长可以及时掌握每道工序的进度，检验员可以
第一时间反馈质量问题，缝纫工则可以及时获取
信息并改进。”伴宇公司有关负责人黄德荣说，如

果缝纫机出现故障需要维修，工人可以按下屏幕
上的“维修”字样，维修人员通过手机就能获取
信息，及时维修。

眼下，在伴宇的各厂区，车间之间、机器之
间、生产线之间彼此以数字相连，整个工厂全程
实现数字化。“机器联动、数据流动，既能提升质
量和产能，也能实现精准分析、扁平管理、化繁
为简。”黄德荣说，从传统服装企业到数字化工
厂，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了 15%，返工率降低了
10%，“一升一降”间接提高产能30%左右。

类似伴宇这样“聪明”的工厂，在平湖并不
是稀罕事。以数字为依托，构建数据闭环，提升
企业发展，眼下，平湖正通过推动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我们已明确数字化改革8个领域共66个重大
任务，加快建设一批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多场
景协同应用。”在平湖市市委书记祁海龙看来，数
字社会未来可期，平湖正抢抓数字化改革的机
遇，引领数字社会建设，让城市管理更智慧、经
济发展更优质、群众生活更美好。

胡佳英 李玉芳

近日，浙江省中医院干细胞
采集室，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与医
务人员摆出“六”的姿势，庆贺浙
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超过666例。

当天上午，浙江宁波、温州及
杭州等三地同时成功捐献“生命
种子”，用于挽救白 于挽救白 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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