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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共建共享共绘美好生活新画卷
傅静之

（本版图片由德清县商务局、共享联盟·德清 蔡俊提供）（本版图片由德清县商务局、共享联盟·德清 蔡俊提供）

德清城区

直播带货让德清农产品第一时间走
向全国各地。

冬日的午后，德清五四村村口的服务站有点“小
忙”：站长曹春凤正忙着用农商行的一体机为村民缴纳
水电费；“双十二”促销后，快递柜里放不下的各种包裹
整齐有序地堆放在站内等候大家来取，而倘若遇到货
不对板需要退货的快件，店内的智能收件机一两分钟
就可完成寄件；24小时无人售货机和售药机，可以满足
大家的不时之需⋯⋯

“曾经的我，靠‘双腿’奔走在一线为村民服务；今
天的我，通过‘指尖’服务村民。”今年 55 岁的曹春凤，
是土生土长的五四村村民，去年底从村妇联主席的岗
位上退下来后，即投入村口这个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

“再上岗”从事电商服务业。曹春凤感慨，这一切得益
于近年来数智乡村建设带来的改变。由于部分农户家
中还没有实现一户一表，无法用移动支付平台缴费，
她就用电商行的一体机帮助大家缴纳生活费、学费，
办理各项简单的金融业务；“到了下班时间，我可以安
心回家；不过，服务站却不打烊，哪怕是在半夜，村民
或者游客只要‘微信扫一扫’，就能进门使用各项智能
服务。”

家住龙胜村的李大伯，平日里喜欢自己种点菜。
每天上午，他总是早早起床摘下最新鲜的蔬果，去到离
家不到100米的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在智能秤上称重
后，扫码付款很快就完成一单单给外地客户的寄件。

“贴好单号后，旁边就有冷柜，把箱子存进去就不用担
心下午快递员来收的时候，蔬菜水果不新鲜了。”李大
伯高兴地说。

如今，像五四村、龙胜村这样的数字生活智能服务
站，放眼整个德清县域，已有 105 座。当地不但做到了
今年打造100座服务站的目标，还实现了县域内站点的
全覆盖。这一处处田间地头的服务站，虽然面积不大，
却开启了农户们转型农业电商、网购商品下乡、各类金
融/生活服务进村入户的惬意生活，大大拉近了城乡差
距。

走进这座莫干山下的清丽小城，精彩纷呈的数智
生活随处可见：舞阳街道百合未来社区里，无人机为居
民送来快餐和咖啡；洛舍镇东衡村数字化中医体质辨
识仪，记录着患者们的各项身体健康数据；县社会福利
院“一床一码一设备”应用场景在全县17个养老机构落
地⋯⋯德清冲破城乡二元结构，让美丽乡村和活力数
字深度交融，一场场现代农业的变革由此在一个个美
丽乡村中揭开序幕⋯⋯

服务一站搞定
城乡融合发展开启新篇章

5月，入选2021年中国投资潜力百强县、投资环境百强县；6月，入选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浙江省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二批试点名单；9月，入选首批浙江交通强国试点县；10月，拟入选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11月，
入选“2022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半年多来，几乎月月拿奖拿到“手软”的湖州市德清县，正用实力书写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之作；这座清丽的江南小城，正以共建共享的开
放姿态描绘百姓富足、逐梦共富的美好生活新画卷。

专家点评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单元——
数字乡村，是未来乡村发展的战略
方向，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的“关键变量”。

德清以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为
切入口，链接起未来农场、现代农业、
合伙人、县域共配一体化等农业要
素，有效调动起数字乡村方方面面的
积极性。德清的案例告诉我们：要以
满足百姓对品质生活的向往和对便
民服务的迫切需要为抓手，加快构建
与产业、项目、治理、服务等内容相结
合的跨应用场景，才是真正落好建设
数字乡村的关键举措；二要以调动多

主体力量，运用数字技术打通信息闭
塞痛点，真正实现多主体合作，利益
共建共享，才能有效推动优质服务资
源向乡村渗透，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领
域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需求，打造
以人为核心的数字乡村。目前，浙江
许许多多的数字乡村正加快线上线
下资源融合，推动城乡共富、区域共
进，释放好助力共同富裕绘出美好生
活新画卷的巨大数字红利——这是
县域高质量必答题，期待有更多德清
一样的高分答卷。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
家 朱李鸣研究员

数字乡村共创美好生活的
生动样板
数字乡村共创美好生活的
生动样板

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

实现了县域全覆盖的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已深深嵌入当地居民和村民的生活场景。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
石，从村强民富到共同富裕，需要新
乡人、归乡人、原乡人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需要政府、百姓、社会
各界的积极参与与合作。

今年7月，在县商务局的筹划下，
百名合伙人招募活动在阜溪街道龙胜
村启动。德清计划以“合伙人”的形
式，通过技术入股、创意合作、资金合
作、协助招商等方式，与招募村开展合
作，以此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合伙
人”之一的沈琦是当地农业电商品牌
宅十堂的创始人。8 年前创办品牌，
通过回收农民自种的毛豆、鲜笋等加
工成烘豆、笋干等德清特色农产品，为
它们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销往全国各
地，今年该品牌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实
现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带动周边村
增收近800万元。受聘成为“合伙人”
后，沈琦表示将继续探索三产融合发
展的新模式，专注于农特产品的开发、
供应链的建立、物流体系建设以及乡
村特色品牌的打造，为乡亲们谋福利。

在一批批“合伙人”成长起来的
同时，更有一家家本地企业投入打通

“农产品上行 工业品下行”的双向通
道中去。其中，由本地人朱红飞和妻
子创办的城配物联，就是依托覆盖德

清全域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
和遍布乡间的“数字生活智能服务
站”，启用自行研发的 GIS 智能配送
大脑和云端车货场算法平台，助力德
清“县域共配一体化”建设，让享受城
乡居民均等普惠的服务。

在实现城乡一体化齐奔共富路
的进程中，德清没有忘记向兄弟县伸
出援手。今年是德清和缙云开启山
海协作的第20个年头，两地紧扣“山
海协作”主题，战略协作越来越紧密、
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泛、人员交流越来
越密切，实现了互利双赢，结下了深厚
情谊；今年，在两地签署《德清—缙云
2022年助力山区高质量发展暨深化
山海协作工作合作协议》《德清县—缙
云县结对创建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县合作意向书》的
同时，新市镇与壶镇镇还签署了“助力
共富事业”捐赠协议，以两地“共富基
金”的形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据悉，两地还将在产业合
作、平台共享、交流互动等方面，进一
步深化高关联度产业合作，创新产业、
金融、“飞地”等平台共享模式，完善镇

（街道）、部门常态化交流机制等，合力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山海协
作新格局，共绘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全民积极参与
振兴路上齐心协力加速跑

水木九天让蔬菜住进“楼房”，借
力数字化手段种菜、养殖；加州阳光
将花卉基地与研学教育、生态休闲、
乡村文创、酒店餐饮等融于一体⋯⋯
一个个走多元化产业融合的现代农
业基地，成为德清美丽乡村群像中靓
丽的风景线；而它们出产的蔬果水产
花卉，有了覆盖全县的数字生活智能
服务站，基本都能实现 24 小时配送
到户。前不久，新田和百源康两大农
场出产的当季蔬果一时滞销，全县的
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立刻通过自己
的网点优势，将这批蔬果的信息公布

在广告屏上，并第一时间上线“德 e
生活”“数新优选”等一批移动端平
台，方便县城居民在下单的当天就能
收到同城配送。一方面，帮助“新田
农庄”“水木九天”等 20 多个农产品
生产企业上线，让百姓居家就能采购
到新鲜蔬果水产；另一方面，“山伢儿
早园笋”“水精灵青虾”“有德鲜生”等
农产品通过在线销售逐步打响了自
己的品牌，深受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的
喜爱。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
快农村物流快递网店布点，实施“快
递进村”工程，推进县（乡村）物流共
同配送。在此背景下，数字生活智
能服务站在德清应运而生，以“1+
5+N”（5 包括商贸流通、快递收寄、
金融通讯、医疗健康、就业培训；N包
括家政服务、文化旅游、业务缴费、
电商直播等）的服务模式，成为链接
众多生活服务和商业模式的“总指
挥”。当地试水“政府+运营商+服务
商”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解决资金
来源的同时，打通全链条环节，构建
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服务商助力
的良性循环，在农产品生产和消费
两端架起“信息平台、快递速配、食
品安全、商品标准”四座桥梁，打造
探索共富道路的德清样本。

打造数智乡村
共创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

村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享受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带来的各种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