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5G商用牌照於六月初正式發放，中國5G進入商用元年。炙
手可熱的5G技術，究竟如何再造農業生產流程，助力傳統農業農村
的現代化？在河南鶴壁，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中原行採訪團到訪
鶴壁農科院、農業硅谷產業園等地。鶴壁副市長孫棟接受港生採訪時
表示，5G將為農業發展打通 「三鏈」 （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
，從而助力打造集銷售、冷鏈物流於一體的農業產業化平台，透過網
絡營銷 「打響名堂」 提升特色蔬果的身價，讓農民賺取可觀收入。

大公報實習記者 黃潔儀、孫賀霞鶴壁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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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農業 特色蔬果顯身價
冷鏈物流助銷售 網購平台塑品牌

採訪團一行參觀了由農信通集團聯
合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河
南農業大學等多家單位開發建設的中國
（鶴壁）農業硅谷產業園。這裏正依託
先進的農業信息化技術，通過實施一系
列的 「互聯網＋農業」項目，助推鶴壁
農業現代發展。其中的 「農訊通」應用
程式，通過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
人工智能等技術，形成了覆蓋全市的信
息網絡體系。

小河白菜一棵可售60元
孫棟向港生介紹， 「農訊通」成功

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有效整合了農業
各個方面的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能
夠有效預防農業自然災害，制定農副產
品銷售方向，讓農副產品與農業發展緊
緊結合。孫棟憧憬地說： 「互聯網，特
別5G對農業發展是不可多得的機遇，具
有非常巨大的推動作用」。

現在，鶴壁不少的農產品現已透過
阿里巴巴或京東等電子購物平台進行銷
售，有效提升農產品的價格，令農民有
穩定收入。孫棟表示，互聯網銷售普及
令農民更積極推動特色種植，農民把當
地獨有的農產品推銷到電子購物平台，
實現了稅收、富民和三產提升的目標。

其中，5G技術的推廣使網上購物平
台成為農副產品銷售的一個好平台，

有助特色蔬果身價升值，農民能賺取
可觀收入。如鶴壁一棵小河白菜在網上
價值六十元，而普通白菜一斤只售兩元
，價值提升幾十倍。隨着5G的不斷發展
，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將有更穩健的
增長。

產業一體 提升價值
在鶴壁，以小麥、玉米為主的傳統

種植非常多，紅薯、花生的面積也逐漸
擴大。但是單純依靠傳統農業能達到增
產，仍實現不了增收。在此背景下，發
展農業首先是要有做品牌、冷鏈物流、
銷售等平台公司，其次是調動農民的種
植積極性，還有就是要充分發揮金融槓
桿作用。

孫棟說： 「百姓只負責種植，沒錢
就向銀行借貸，平台公司負責訂單和
定價，這樣結合能實現價值提升。只有
借助這些必備條件，才能把農業做大
做強。」此前，鶴壁未將創新鏈、產業
鏈、價值鏈 「三鏈」打通，是為農業現
代化的發展短板。現在鶴壁依託5G技
術，打造集銷售、冷鏈物流於一體的農
業產業化平台，延伸產業鏈，提升價
值鏈。

「發展農業，單純從哪一個點都很
難發展起來，只有把 『三鏈』打通，現
代農業才能得到騰飛。」孫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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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杜婉兒鶴壁
報道：鶴壁趙莊村駐村第一書記劉虎是
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博士，主攻心理
學的他認為新媒體時代的流量代表着市
場，於是 「借用網絡的力量發展鄉村旅
遊」這個點子應運而生。劉虎說，他們
建設村中旅遊設施時，會先參考其他的
「網紅景點」，通過實地考察確定可行

與否。項目建成之後，他們亦會通過新
媒體平台上進行宣傳。

順着這樣的發展思路，趙莊村從一
個默默無聞的 「石頭村」變成了活躍於
各大新媒體平台的 「網紅村」。現在趙
莊村每年接待60萬以上的遊客，村民一
年能賺幾萬元，經營農家樂一年的收入
更高達一百多萬。

遊樂設施之外，來趙莊村更能體驗
一番農村生活。這裏獨具特色的 「石頭
屋」，一石一磚都經歷了風雨交加、四
季更迭的天然打磨。 「住在石頭屋，嘗
下村民種的乾菜、山椒，買5元一斤的新
鮮油菜花。這是不少人嚮往的生活。」
劉虎說。

村中原本的貧困民眾有98戶、355人
，而如今貧困民眾只有5戶，15人。劉虎
表示，今年即有望幫助所有民眾實現脫
貧。因旅遊業發展蓬勃，大量的職業崗
位也應運而生。七十多歲的村民趙振洲
一遍向記者展示如何從水井抽水，一遍
提到： 「雖然咱現在年紀大了，但還是
能在村裏找到工作。幹清潔工，能有一
份工資。」

善用新媒體營銷 網紅村富起來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林
雅婷新鄉報道：從新鄉七里營
鎮劉莊村走出去的大學生毛貽
峰畢業後回鄉創業，通過農村
電商致富。而在兼顧自己的業
務營運同時，他更於今年起為
貧窮家庭的小孩提供免費的教
育培訓。毛貽峰在接受港生訪
問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
是希望新一代人才能夠為家鄉
脫貧打下堅實的根基。

毛貽峰在大學期間幫助學弟妹輔導
英語，他笑稱自己因此賺到 「人生的第
一桶金」。大學畢業後，他敏銳地捕捉
農村電子商務的商機，由淘寶店起家，

發展為目前有五層高辦公樓的電商公司
，把童裝賣到千家萬戶。毛貽峰透露，
在公司剛具規模時，新鄉縣商務局便 「
發掘」了他，邀請他擔任新鄉縣電子商

務協會會長，這是引領自己回鄉
發展的最重要契機。

毛貽峰說， 「知識改變命運
，教育成就未來」是自己一直以
來的信念。因此，他一邊努力經
營自己的電商公司業務，助力家
鄉發展，亦不忘 「教育」初心，
不圖一絲盈利，為家鄉貧困戶的
孩子提供免費的教育培訓。他相
信，孩子是未來的希望，教育能
「從根扶貧」，照亮家鄉的脫貧

路。他表示，不論新一代是選擇留在家
鄉為發展家園而奮鬥，或是選擇離鄉工
作創業， 「只要從小有思想培育，孩子
們在哪裏都能發展出自己的一片天。」

農村電商掘金回饋家鄉教育

▲香港傳媒學子在中國（鶴壁）農業硅谷產業園採訪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聰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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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趙莊村空中吊橋
鶴壁趙莊村引進的 「網紅

」遊樂設施中包括一座空中吊
橋，長170米，高80米，去的時
候走木板，回的時候走鋼索，

十分驚險刺激。范長江行動中原行採訪團學
子們在親身體驗吊橋時，亦不禁驚叫連連，
而結束後又紛紛感覺意猶未盡。據了解，這
個項目建成短短三個月，就吸引了三、四十
萬遊客。 （實習記者 杜婉兒）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胡詩茵、郭
慧鶴壁報道：在鶴壁市農業科學院成果
展示廳，一個個金色大木碗中盛滿了黃
澄澄的玉米種子，令港生嘖嘖稱讚。

幾十年前浚縣農科所的茅草房、小瓦
房，已成為如今鶴壁市農業科學院的分子
育種實驗室、海南南繁育種基地。這裏培
育的 「浚單」系列玉米品種被時任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命名為 「永優」， 「浚單20
」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並成為黃淮
海地區種植面積最大的玉米品種。

玉米育種家張守林說： 「農科院研發
的新種子比普通種子增產百分之五。」從
剛開始程院長在零丁的幾戶農民家中種下

玉米種子，到如今農科院研究出更多高產
高效的品種，讓更多的農戶能夠受益於此
。鶴壁市是中國玉米的高產區，當地玉米
畝產平均達600公斤至700公斤。

麥收過後的350畝試驗田裏，只見一
片平原腹地的 「玉米帶」，科研人員正
在田裏工作。試驗田被劃分成兩萬多個
地塊，每一個地塊大約10平方米，只種
一個試驗品種。記者發現灌溉機橫跨了
田地，遠處還有一個藍色箱子，張守林
解釋說： 「那是水肥一體化的系統，澆
水時把肥加進去，一下就完成了。這是
結合了計算、自動控制、施肥等技術，
讓農田水肥的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科技創新轉化 玉米新種促增產

鶴壁市
採訪中國（鶴壁）農業硅谷產業園、鶴壁市

農業科學院、京東鶴壁電商產業園
採訪淇縣趙莊村、大石岩村

⬇
新鄉市

採訪七里營鎮劉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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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古倬
勳、李靜鶴壁報道：一個退休老
幹部，卸下軍帽，卻戴上了 「草
帽」。即將安享晚年的他，回到
老家鶴壁的貧困小山村，搞起了
農村發展建設，徐光書記和大石
岩村的致富故事開始了……

「我為什麼接受當（大石岩
村）村支書，要從我69年去部隊
開始說起，那時候通過思想教育
，軍事訓練來練思想、練作風、
練技術、練戰術……艱苦的環境
堅定了自己的思想信念，為我投
身基層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談及自己為何選擇退休後留

在鄉村工作，徐光這樣回憶道。
不過，徐光回鄉後的工作，

一開始並不順利。 「他們（村民
）都在看笑話，認為我幹不成，
這麼多年沒人幹成的事，你能幹
成？」但他並沒有就此放棄： 「
讓群眾真正認可你，你是真來幹
事的，幹真事的，也真能幹成事
，他才聽你的，才支持你。」

大石岩村50年都缺水，也沒
能打一口井。而徐光回來的第21
天，井終於打出來了，民眾逐
漸信服了他，並且願意跟着他一
起幹。

在徐光的 「實幹」精神指引

下，更多的村民積極加入改善村
莊發展的行列。大夥合力使原本
需要半年的工程，只用了45天便
完成；所用成本，也從起初預算
360萬到實際耗資僅僅30餘萬。

經過兩年來的發展，大石岩
村已經從一個被列為省級的貧困
村，搖身變成了一個旅遊名勝地
。原本有七成貧困人口的村子，
如今已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脫
貧。此外，村中谷子、小米、紅
薯、花椒、核桃、杏、梨等農作
物在今年大面積投入種植，而花
椒已經走出國門遠銷加拿大等
國家。

實幹聚人心 大石岩村駛上脫貧快線

▲港生體驗趙莊村刺激的空中吊橋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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