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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的巴燕峡深处，草场还未

返 青 ，遍 布 的 羊 群 唤 醒 了 春 天 的 活

力。巴燕乡上胡丹村村民丁永忠的羊

群也在其中。从峡口到他的羊群所在

地，纵深达 9公里。

丁永忠长期经营牛羊养殖，目前

存栏 600 多只欧拉羊，夏天时能达到

1100只，每年羊羔都能生产 300多只。

今年 3 月，由于周转资金困难，丁

永 忠 运 用 湟 源 农 商 银 行“ 金 融 联 系

卡 ”，在 家 通 过 手 机 扫 码 ，申 请 了“ 数

字乡村贷”。湟源农商银行收到贷款

申 请 后 ，客 户 经 理 携 带 移 动 终 端 上

门，在宣讲普惠金融及乡村振兴政策

同 时 ，通 过 线 上 服 务 平 台 ，现 场 为 丁

永忠授信 20 万元，快速解决了他的燃

眉之急。

“去年和今年我都贷了 20 万元，用

手机就可以直接办理了，胡度啦方便。”

丁永忠告诉记者，以前办理起来很啰

嗦，时间久，额度小。要先去银行问需

要的资料，提交资料，然后客户经理到

家里调查，人工审核，最后网点放款。

2021 年，湟源农商银行经与湟源

县委网信办合作，以促进农业农村经

济数字化转型为重点，积极探索数字

乡村发展模式，为更好地支持农村经

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创

新了“数字乡村贷”。

“数字乡村贷”是结合湟源县文明

信用工程，依托征信记录、信用户经济

档案、经营及消费信息等大数据，通过

手机银行向农牧户、家庭农牧场等发

放的贷款。

“现在贷款申请审批放款都是线

上进行，唯一需要实地核查的是经营

能力，比如养了多少头牛羊。不用农

牧户来回跑银行，我们到农牧户家也

只跑一次。”湟源农商银行总行副行长

张海芳表示。

湟源县“数字乡村贷”还有一个特

点，即钱不动农牧户不用掏利息。比

如，银行向丁永忠授信贷款 20 万元，钱

到他账户后，他用多少才掏对应的利

息。

“这减轻了农牧户利息压力，节约

了他们的融资成本，而且可以缩短他

们的还款周期，他们用了款，一旦手头

上有点闲钱了，就会第一时间先还掉

一部分贷款。”湟源农商银行晁经理告

诉记者。

截 至 今 年 2 月 末 ，湟 源 农 商 银 行

“数字乡村贷”授信金额达 10.97 亿元，

用信金额 5.71 亿元，其中：湟源县两个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村（上 胡 丹 村 、小 高 陵

村）发放 496笔，授信金额 5512万元。

湟源县委网信办主任董宝明表示，

“数字乡村贷”为下一步乡村产业发展，

形成规模化畜牧产业，打造智慧牧场打

下了基础，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

在青海省东南部，巍巍积石山下，从崇山峻岭间奔腾而来

的黄河，造就出一方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宜业宜居的灵秀之地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从循隆高速循化西出口驶出，由西往东继续前行，一座座

美丽村庄，犹如一幅幅画卷渐次展开，仿佛诉说着循化县人居

环境的华丽蝶变。

厕所革命为群众“方便”排忧解难

“一个土坑两块板，三尺土墙围四边”，这是多数人印象中

的农村旱厕。

“夏天蚊虫满天飞，刺鼻的臭味让人受不了。雨天极易摔

倒，家里老人小孩上厕所，我总提心吊胆。”街子镇团结村的党

员韩别克谈起村里当年的旱厕，怅然地说。

为改变农村厕所脏、乱、差现象，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

群众生活质量，街子镇党委充分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

作用，采取多项措施，大力推进“厕所革命”，通过在各行政村设

立改厕党员示范户，组织党员群众现场参观，形成党员“亮一

户、带百户、促千户”的示范效应，让党员群众对改厕的实惠“看

得见摸得着”。截至目前，街子镇共改造农村厕所 1706 户、公

厕 2 座，惠及全镇 19 个行政村，目前已全部完成改造并投入使

用。

“如今，旱厕变水厕，我们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韩别克

切身感受到厕所改造带来的好处。

近年来，循化县坚持党建引领，按照群众接受、经济适用、

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因地制宜确定改造计划，推

广不同模式的改造方式，坚持渐进式建改。旱厕主推双坑交替

式卫生厕所，水厕主推水冲式无害化卫生厕所，在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指导下，双坑交替式卫生厕所聘用专业施工队进行统

建，有力保障了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

11898座厕所改造任务。

环境卫生整治擦亮城乡“底色”

驱车沿着循同公路一直向南前行约四十分钟，便来到被誉

为“循化水塔”的岗察草原。

草原具有涵养水源、保护水土的功能，岗察藏族乡像一个

巨型海绵垫，吸收了大量的水源，加上这里平均海拔 3700 米，

是循化的最高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水通过山谷输送到海拔较

低的地区，构成了黄河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其中最出名的便是

循化第二大河——柴沟（下游称街子河），更有众多小溪犹如毛

细血管般分布在这里，“循化水塔”由此得名。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岗察乡肩负着保护环境和水资源的使

命。

“曾经杂物堆积的房前屋后，如今变得井然有序；曾经杂草

丛生的道路两旁，如今绿树摇曳；曾经的破房烂院，如今已整理

修葺。村庄环境变好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了，而这正

是得益于岗察乡农村人居环境集中综合整治行动的持续推

进。”积极带领党员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岗察乡党委书记

多吉交巴说道。

据了解，岗察乡党委坚持合法、民主、实用、双向制约性原

则，对症下药，制定出了一个个接地气的土办法。组织党员签

订《党员约定》，强化党员意识，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

成党委领导、支部推动、党员带头的抓党建促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良好态势。组织村民自主自愿修订《村规民约》，将垃圾处

理、乡村绿化、道路亮化和污水治理等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事项

纳入管理，强化主体责任，约束不卫生、不文明、不健康行为。

岗察乡只是循化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一个缩

影。

近日，循化县全面启动城乡环境卫生集中清扫和整治专项

行动，坚持逐村推进、整乡铺开、整县提升的工作思路，向各类

城乡人居环境卫生“顽症”和“陋习”宣战，打响了彻底“治脏”、

坚决“治乱”、全面“治污”的攻坚战，力求全县城镇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切实推动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美丽

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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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源县总面积 1545 平方公里，平

均海拔 3000 米以上，辖 7 乡 2 镇 146 个

行政村。近年来，湟源县致力于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宽

带中国·光网湟源”工程让全县 7 乡 2
镇行政村全面实现光纤化，被评为“青

海光网第一县”。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湟源

县加快补点升级。按照“企业为主、政

府推动、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

结合湟源县产业发展、农村消费市场、

交通及通信基础设施等实际情况，通

过梳理县域各领域行业资源，形成点

网结合信息化资源共同体。持续推进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350 万元，

实施“宽带中国·光网湟源”通信工程，

其中通讯基站建设量达 788 个，实现全

县行政村“光纤进村”宽带全覆盖，4G
网络全覆盖；全县 5G 基站 115 个，县城

区域完成 5G网络全覆盖。

“数字乡村建设，相关设施建设是

最基础的工作，就像框架一样，没有这

个框架，其它‘血肉’也丰满不起来。”

湟 源 县 委 网 信 办 主 任 董 宝 明 告 诉 记

者。

湟源移动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

重要支撑力量。为持续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和信息进村入户建设，构建农村

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加快数字乡村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乡村信息化建

设和公共服务延伸，提升广大村民的

安全感和幸福感，湟源移动结合技术

专长推出了“5G 数字乡村”项目，切实

应用科学技术提升村民生活水平，改

善综治、安防、创卫等情况。

“我们搭载了中国移动核心能力

产品，即智能监控解决方案终端及平

台，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音视

频技术等实现智能超高清像素实时监

控、异常事件告警、智能全彩夜视等功

能，并将监控视频统一接入中国移动

5G数字乡村安防平台系统。”湟源移动

经理祁衍华介绍道。

目前，湟源县已基本完成 3 个示范

村建设，数字乡村平台集成 5G 数字乡

村和数字化一张图两块智慧大屏，实

现告警信息、设备信息的实时查看，使

房屋、人口、资源、事务等数据可视化，

并 提 供 智 能 填 报 、数 字 门 牌 、积 分 管

理、阳光村务、随手拍、短信通群发等

功能，促进数字化与乡村治理深度融

合，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记者了解到，通过这个“5G数字乡

村”项目，可以对火苗、烟雾等及时做

出反应，以免事态扩大，还能发挥“看

家护院”的作用。

“我们村里有很多年轻人外出务

工，通过这个系统，可以随时看到家里

的情况。”胡思洞村村民李梅表示。

“现在正在完善人脸识别，以后要

是村里来了陌生人，系统就会提醒。”

祁衍华告诉记者。

“胡思洞村有河流经过，通过移动

‘5G数字乡村’项目建设，沿河道布控，

夏天防汛还能起到作用，尤其是针对

小 孩 子 下 河 玩 水 、上 山 玩 火 都 能 告

警。”董宝明表示，以后还将在村里有

需要的家庭安装物理感知设备，当家

里有人尤其是老年人感到不舒服时按

键就行，村委通过系统响应，及时到家

里查看情况，并第一时间和县医院取

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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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妈，你在没？我中午不回去
吃饭啊！……”听到院子里监控摄像
头里传出的声音，李梅的妈妈从房中
走到院子里，和女儿李梅对上了话。

李梅是湟源县波航乡胡思洞村
村民，就在3月，她刚刚给家里装上了
带摄像头的宽带，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和家亲应用程序查看家中情况，并能
实现实时对话。“老人不太会玩智能
手机，我通过这样喊话，她啥都不用
做，就可以跟我通话了。就算不聊
天，看到我阿妈在那里忙碌，我也觉
得心安。”

湟源县地处青海省农牧业区接
合部，素有“海藏咽喉”之称。自开展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以来，湟源县
充分考虑全县现有资源、信息化基础
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遵循农
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律，本着因地制
宜、小步探索、分类推进的原则，以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为抓手，加快构
建数字乡村新结构、新业态，逐步探
索出一条具有湟源特色的数字乡村
发展路径，为今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64 公里，是湟源县巴燕中心学校

到西宁市虎台中学的距离。以前，这

64 公里是巨大的教育鸿沟。而现在，

通过 100M 宽带这根线和一张智慧屏

幕，乡村学校和城市重点学校被连接

在了一起。

3 月下旬，记者走进巴燕乡中心学

校，在远程录播教室里，有一个班的学

生 正 在 上 虎 台 中 学 李 倩 老 师 的 语 文

课。在这个教室里，配备了智慧白板、

摄像头、录播主机、视频分频器、音频

处理器等现代化信息化教学设备。

“小学中学每周都有这样的课程，

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课程都有，现

在模式已经成熟了。对于老师来说，

教风学风和教研能力都增强了。”巴燕

中心学校副校长王新财告诉记者。

正准备上政史课的九年级学生马

婧觉得：“通过这样的课堂，可以跟其他

学校的同学更好地交流，看他们在课堂

上的学习方式，解题思路，会有促进。”

湟源县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提高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全县

中小学网络接入覆盖率达 100%，网络

接入宽带达到 100M，中小学（含教学

点）多媒体教室全覆盖，多媒体教室共

计 181 个，全县 7 所集团化分校共安装

录播教室 22 间，各校录播教室与集团

总校和县域内其他学校已实现了互联

互通。北京四中网校资源在全县 15 所

中学免费全覆盖，惠及师生 6700 余人，

信息化基础环境大幅提升，城乡教育

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正如有人评价：“100M宽带连接的

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这些孩子的命

运。从光盘开始，到互联网，再到现在

高速的宽带，以及即将来临的 5G，信息

化建设，让教育均衡成为一种可能。”

日月藏族乡哈城学校有 250 名学

生，其中藏族学生占到了四成多，为了

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哈城学校在

信息化方面加大投入。2021 年从县上

争取了 8 块智慧黑板，总价值 40 多万

元，还自己节省办公经费购买了 3.6 万

元的智慧黑板，再加上和西宁市第十

二中学集团化办学的智慧黑板，哈城

学校拥有了全县最好的智慧黑板。

“智慧黑板不只是黑板，它更是连

接咱们这个乡村学校和外界的一个窗

口。通过智慧化系统，可以利用国家

教学资源，从小学到中学都有。比如

学生做实验，可以通过虚拟器材完成，

对于我们这样边远地区的学校来说，

节省了资金。而且老师也在学习，学

教学理念、方法、工具的运用等，提升

自己的教学能力。”哈城学校教导主任

谢龙芳告诉记者。

哈城学校校长马玉春表示：“教学

资源更加丰富多元，整体师资力量得

到了提升。学生视野更加宽广，观念

也在转变，整体成绩也得以提升。”

“以前我们的学生不会弹不会唱

不会画，通过教育信息化提升，现在音

乐素养美术素养等都提高了。别看咱

们是乡村学校，学生的葫芦丝吹得好，

吉他弹得好，还到县上参加比赛呢！”

巴燕中心学校副校长王新财自豪地告

诉记者。

“就这么一根线一块屏，让乡村学

校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既是针

对学生的，也是针对老师的。”湟源县

教育局工作人员曹生钺说。

““数字乡村贷数字乡村贷””架起农牧民致富桥架起农牧民致富桥

一根线一块屏连通乡村与城市一根线一块屏连通乡村与城市

““55GG数字乡村数字乡村””让乡村治理更智能让乡村治理更智能

一根线一块屏联通乡村与城市的学校。本报记者 潘玲 摄

“数字乡村贷”让农牧民贷款更便利。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乡村更安全。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数字乡村让村民生活更便利。本报记者 潘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