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主要形态的科
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交
往、社会文化等，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挑战——“数字鸿沟”，且在
乡村尤为突出。但欣慰的是，在驿头
驿阳村，无论 5G 云诊室还是瓯 e 办便
民服务终端，我们都看到了“红马甲”
的身影。这些忙碌的身影，有效地填
补了“数字鸿沟”，推动“村中有数”变
为村民“心中有数”，从而持续加码村
民幸福感。

从“村中有数”
到“心中有数”
从“村中有数”
到“心中有数”

2023年6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6 亲历

医疗资源缺乏、办事不便、留守老
人照料难⋯⋯这些困扰许多乡村的难
题，如今在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
有了“数字解法”。作为我省首批未来
乡村试点村，驿头驿阳村进行全方位

“数字升级”，让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
效率有了质的飞跃。近日，我们来到
驿头驿阳村，体验被一朵“云”点亮的
村民新生活。

临近驿头驿阳村，“千年驿头·未
来乡村”八个大字分外醒目。在村口
一处民房一楼，我们找到了 5G 云诊
室，外观看起来十分普通，与其他村级
卫生室区别不大，进去后却发现别有
洞天。

入口处是24小时健康小屋，身着红
马甲的志愿者周密正在密切观察老人
操作机器。“大部分老人都会自己操
作。”周密说，云诊室从 2021 年 11 月投
用，24小时开放。

插上社保卡、手臂伸入测量仪，72
岁的程金林熟门熟路地测起血压，显示
的收缩压达到了 170mmHg。“别担心，
可能刚才走路太急导致的，歇会儿再试

下。”周密马上安慰老人。第二次测，血
压还是偏高。程金林通过边上的一键
拨号按钮，视频连线山福镇卫生院的值
班医生。

很快，正前方显示屏内出现了医生
叶卫洁，与程金林“面对面”交流。“你平
时血压高吗，有经常吃降压药吗，现在
身体有哪些不适？”

“我平时血压一直较高，但都没有
吃过药，目前没有特别不适。”

“要不，你先吃点降压药试一试。
记住，一天吃一粒。”

紧接着，一旁的药柜自动弹出，费
用通过社保卡结算。周密把药拿给程
金林，再次叮嘱他“一天吃一粒”。

周密告诉我们，驿头驿阳村户籍人
口2281人，60岁以上老人有522个。作
为著名华侨村，当地很多年轻人都在国
外打拼，家里老人的健康成为他们最大
的牵挂。利用5G云诊室，村民在家门口
就可实现自助量血压、自助测血糖、电子
健康档案查询、诊疗数据共享等健康管
理，“若遇到疑难病，值班医生会帮忙预
约连线省市医师视频云会诊，更好呵护

村民的健康。”
距离 5G 云诊室不远处是党群服务

中心，看到一名老人急匆匆往那儿赶，
我们加快步伐跟了上去。打听后得知，
这位名为程成治的老人因公交优待卡
忘记年审，享受不了优惠。“过去，公交
卡年审，我们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去城区
的市民中心办，费时费力。”程成治告诉
我们，现在村民们都直接去村内的党群
服务中心办理。

进入党群服务中心，程成治直奔角
落的瓯 e 办便民服务终端。网格员李
程主动起身迎了上去，手把手教他办
理。插卡、扫脸、验证，不到 5 分钟，程
成治就完成了公交卡年审。“正好下午
想去城区，马上就能用起来。”程成治笑
着说。

李程告诉我们，水电费缴纳、社保
证明、房屋租赁备案，许多年轻人动动
手指就能完成的事项，对于不少农村老
人以及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都不
是一件易事。因此，他们专门为便民服
务终端配备了志愿者。目前，通过瓯 e
办便民服务终端能直接办理的事项，超

过了200项。
“村里的情况，这里最全面。”顺着

李程手指方向，我们注意到另一侧的数
字大屏，显示着村内产业分布、村集体
收入、建设项目进度、村内停车场空位
以及游客出入村数量等实时数据。“别
看只是一个屏，功能可不少。”李程打开
了屏幕所链接的高空摄像头。随着角
度 切 换 ，村 内 各 个 角 落 的 情 况 一 览
无余。

“摄像头具有自动识别功能，一旦哪
里发生火情或者秸秆焚烧现象，会自动
发出预警，提醒相关人员第一时间前往
处置。”李程说。屏幕内，一排村民的名
字以及对应的步数、血压及心率等引起
了我们的注意。原来，驿头驿阳村为213
位60岁以上空巢、独居老人发放了智能
手表，包括李程在内的3名网格员就是他
们的紧急联系人。

除了实时监测老人步数、血压及心
率等健康体征，发出异常预警外，碰到
紧急情况时，老人也可以直接按“SOS”
一键报警。

“前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个预警电
话，好在虚惊一场，后来发现是老人误
触所致。”李程说。

“村里设施越来越先进，还真让我
们方便了不少。”程成治老人忍不住接
过话。

数字赋能医疗，温州鹿城区驿头驿阳村——

5G云诊呵护健康
本报记者 戚祥浩 共享联盟·鹿城 王康伟

从湖州市区出发，驱车沿着环太湖
路一路向东，太湖南岸旖旎风光尽收眼
底，很快就来到了作为溇港文化典型载
体的吴兴区织里镇义皋村。

正值周末，义皋村里游人如织。游
客服务中心的停车场里，停了很多挂着
杭州、上海、江苏等地牌照的大巴车。
入村主干道两侧的车位上也停满私家
车。“今天村里游客比较多，你把汽车往
里面开，我们新村这边也有停车场。”正
在发愁找车位的我，及时接到了“导游”
潘水芳打来的电话。

65 岁的老潘是义皋村的原村主
任，从 1998 年开始就在村里工作，现在
退休了，他还是选择留在村里，每天力
所能及地为村里做点事。刚下车，老潘
急急地迎了上来，“走，还有 5 分钟电影
就开始了，先带你感受下我们义皋村民
的美好生活。”

村里还有电影院？带着好奇，我跟
了上去。“现在我们村里啊各项配套都很
齐全，城里有的我们这里也有。你看，这
里是我们的宴会厅，在这里办酒席不比
外面大酒店差；这里是村卫生室，每天都
有两个医生坐诊；这里是农贸市场，鸡鸭
鱼肉样样有⋯⋯”一路走，老潘一路介
绍，言语中满是幸福的味道。

“刚好开始。呀，今天人这么多，好
像没座位了。”湖景花苑 13 幢一楼就是
村里的电影院，大屏幕上，电影《长空之
王》刚好开始，沙发上早已坐满了村
民。村民李晓明一边擦着汗一边匆匆
进门。“又去楼上健身房跑步啦？”老潘
跟他打招呼。“是啊，趁着这个时间段来
吃饭的客人少，我来跑步机上跑 20 分
钟，出出汗，锻炼锻炼身体。”同样没找
到空位的李晓明，干脆和我们一起站在
了后面。

“新村共有两期，加起来总共396户
居民，一部分是从古街搬出来的，一部分
是从几个分散的自然村集中安置过来
的。”望着窗外一幢幢崭新的 5 层小楼，
老潘不禁感慨道：“以前村里大家都不想
待，现在是待在这里不想走。”

老潘说，和太湖沿岸的很多村庄一
样，义皋村也曾陷入“空心村”的发展窘
境。“我们虽然生长在溇港一带，离太湖
边很近，但还是没水喝的。为什么？村
民养鸡养鸭很普遍，河里洗衣服啊洗尿
盆的都有。环境不好，村民不想留下
来，更别提村庄发展了。”

“千万工程”的实施让义皋村这颗
曾经“蒙尘”的明珠被唤醒。

“带你去我家饭店二楼的露台上，
看看最美的义皋。”李晓明向我们发出
了邀请。沿着宽敞的村道一路向西，来
到义皋村的古街。李晓明的饭店就开
在义皋溇畔。走进这座二层小楼，从门
窗的款式还能看出上世纪 80 年代的装
修风格，但是外立面明显进行过统一整
修，和整个村落风貌融为一体。“晚上沿
河灯光全部亮起，还要好看哩。”李晓明
翻出了手机里存着的照片。李晓明和
村里很多人一样，曾经因为村里“脏乱
差”，选择去外面开饭店。但慢慢地李

晓明发现，家乡变干净了，变好看了，于
是选择回乡发展。

太湖溇港是当地的一张金名片。
“千万工程”实施后，村里从治水入手，
将 18.9 公里的河道集中整治、修缮、贯
通。当地一方面依托千年太湖溇港文
化，对古街启动了一系列保护建设工
程，打造“太湖溇港第一村”的文旅 IP，
将房屋外立面、线路、污水、绿化、亮化
等各项基础设施短板一一补上，原本破
败的古村焕然一新；另一方面，新村建
设也如火如荼，村里根据大家的需求不
断丰富公共服务内容。

义皋村变美了，宜居了，村民愿意
“回家”了，游客也纷至沓来。如今，很
多村民以餐饮经营、土特产销售、开民
宿等方式，参与到义皋古村文旅产业经
营中，村集体经济迅速增长。2022 年，
义皋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08 万元，
其中经营性收入 220 万元，景区接待游
客近40万人次。

做强公共服务，湖州吴兴区义皋村——

城里有的我们也有
本报记者 徐 坊 共享联盟·吴兴织里 王凌云

舟山市定海区新建村，是一个藏在
深山冷岙里的海岛村。从舟山跨海大
桥下来，我还担心找不着地方，想着一
路向东问过去。当地百姓却说，放心，
新建是个一眼就能认得出的好地方。

果然，在盘山路上绕了个把小时，
别样的翠绿扑面而来——南洞水库的
堤坝上，10 个大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
发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几名专
家聚在南洞清新空气站，“负氧离子数
768 个/cm3”、“PM2.5 浓度 12.43ug/
m3”等数据写在笔记上；游客三五成
群，搭着电动观光车，在“净零碳”展厅
前打卡拍照⋯⋯

“过好‘净零碳’日子，我们是舟山
市村级头一份。”在村口迎上我，新建
村党总支副书记芦海峰自豪地介绍。

宽阔的村道上，抬眼望去，色彩
浓烈的渔民画爬满房屋外墙，大石
碾、传统木渔船等景观小品点缀乡
间。艺术的风光间，一块块整齐的光
伏发电板，像是浅色的溪流，在公共
停车场、风雨廊等公共设施的屋顶上
蜿蜒。“这些就是我们的‘空中电站’，
每个站点日均发电近 300 度。”讲到
得意之处，芦海峰的嗓门大了起来。
走近一瞧，几辆电动观光车正聚在一
起，一车一接口“取电”。他告诉我，
现在村里景观设施、电动车都用上了
光伏发电。

在穿村而过的南洞大溪坑尽头，
我们碰上了村污水处理站管理员袁文
其。伴着泵机抽水的嗡嗡声，他热情
地打着招呼：“芦书记，我们的污水站
太好了！”

一个不过10平方米的站点，好在
哪里？看我不解，袁文其扳着手指头
说，溪坑的水来自上游水库，流经生态
泳池、池塘、溪坑、农户，最终经污水处
理站净化，再用于灌溉。“污水处理站
每小时能处理 10 吨污水，旺季 24 小
时不停歇。不仅节水低碳，以前熏人
的污水沟也消失了。”

“‘净零碳’帮阿拉新建人找到了
宝藏。”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说，

“零碳”概念很新，村民不会算碳排放
量多少，大家的很多做法原本为了生
态环保，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专业人
士眼中不可多得的好点子。

在余金红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
村里第一家主打西式茶点的农家乐

“燕归来”。用废旧轮胎制作的盆栽、
用旧木头做的招牌⋯⋯这里到处可以
看到用回收物制作的工艺品。“我是
2016年回来创业的，家乡的绿水青山
源源不断吸引着游客，也让我们的‘钱
袋子’鼓了起来。”在“燕归来”老板、村
民周国兴看来，村庄“净零碳”基础设
施越建越好，大家要做好自家的“低碳
盆景”，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乡村要往哪儿去？村民要过什
么样的生活？在新建村，“千万工程”
托起了美丽乡村的绿色底色，生态优
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丽经济的
优势。凭着这份特色，村子蜚声海
外，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头衔：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
村、联合国人居署“净零碳”乡村规划
中国案例⋯⋯

夜幕降临，作家、画家、学生等
来 来 去 去 。“ 别 看 我 们 只 是 个 小 村
子，艺术馆、书咖、画室、作家创作基
地⋯⋯很多文化设施我们村也有。”
余金红说，新建村与中国美术学院
等 30 余家艺术院校签订了合作协
议，小村有了文化范儿。这背后，是

“净零碳”理念的潜移默化。70 多岁
的村民邵荷青说，自己平日里最爱
去的，便是新建村乡村艺术馆。在
满墙的渔民画下，老姐妹们在一起
唠起村庄的“美丽风景”。这里还有
一批“业余画家”，有的画作还入选
浙江省美展。

“净零碳”的乡村实践，影响远不
止于此。2021 年，定海区政府与联
合国人居署、同济大学签订了“净零
碳”乡村合作协议。围绕气候数据和
碳排放清单、多功能空间利用、绿色
建筑等十个方面，他们还将展开更多
绿色基础设施的落地探索。

探索绿色基建，舟山定海区新建村——

海岛畅享零碳生活
本报记者 何冬健 共享联盟·定海 刘攀攀 通讯员 康明军

浙江乡村72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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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去义皋村是被它的“古”所吸
引，但去了之后，我却被它的“新”所震撼。

在“千万工程”深入推进过程中，义皋
村思路明确，依托太湖溇港这张金名片，古
街、新村差异化巧发展，但最终的目标是一
致的：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百姓的幸福来源于生活的点滴，比如
环境是否宜居、出行是否便捷。采访中，
义皋村里不断优化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资源，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生活的便利
和多彩，让我们不禁感慨：生活在“处处皆
风景”的义皋真幸福。义皋村从“环境佳”
到“生活便”，从“一时美”到“持久美”，这
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义皋村正不断丰
富和完善更贴心的服务。

服务
再贴心一点
服务
再贴心一点

远看青山叠翠，漫步新建村，仿
佛人在画中游。“千万工程”引领下的
浙江乡村，总以特色制胜。走在新建
村，和村民们唠嗑，总能聊出几句大
道理，绿色生活逐渐成为村民们的
共识。

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说，这
一切皆源于“偶然”，我觉得这是自谦
之词。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建设发展，不是“偶然”一个词可以形
容的，它必是系统的谋划。乡村拥有
城 市 缺 少 的 资
源禀赋，在新建
村 的 这 条 小 道
上，当它们相向
而行时，会不会
带 给 我 们 更 多
的惊喜呢？

不是偶然的“偶然”不是偶然的“偶然”

记者手记

今天的新建村

2007年的新建村
定海区委宣传部供图

程金林老人在24小时健康小屋测量血压。 本报记者 戚祥浩 摄

义皋村把以前的边角荒地（右）变成了如今的小公园（左），为村民提供更多公共娱乐健身服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