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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近年来，智慧广电在基层的公共服

务不断提质升级，渗透乡镇、街道、社区，深

入基层“末梢”。安吉为了加快推进智慧广电服

务乡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进一步推动浙江共

富理念的基础上，利用智慧广电乡村一张图，

通过广播电视、视听网络等传播渠道，融合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为乡村治理、

乡村生活、乡村经济、乡村文化等各个领域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辅助性决策，全力推进安吉乡

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关键词：智慧广电 数字乡村 数字公共

服务

一、以标准化建设为基础，打造特色服务

安吉县融媒体中心从2015年开始全面实践真

正意义的“智慧广电”战略，一期自筹资金2000

余万部署了大数据云计算中心，从2019年开始，

积极探索和尝试智慧广电服务乡村工作，多方征

集意见，并邀请专家审定批准发布的《智慧广电

服务乡村规范》，2022年7月7日起正式实施。其

中明确了智慧广电服务乡村的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基础设施及平台、

服务内容、安全保障、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形

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利用智慧广电乡村一张图，通过广播电视、

视听网络等传播渠道，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

智慧广电智慧广电：：数智赋能助推乡村发展数智赋能助推乡村发展
王 鹏

日新月异的视听技术基础上的电视文艺形态，综

艺节目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立足现实，

通过节目内容与社会现实建立关联，在节目内容

和形式的构架中反映当下文化生态、发展实践，

形塑人、引领人。综艺节目叙事的有效创新一方

面需要吸纳更多主体，以更为多元的主体协同方

式参与创新，构建可持续的协同创新机制。这一

方面需要节目叙事元素连接多元文化主体，形成

文化性聚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聚集的基础上

激发多元文化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进而推动节目

创新的良性循环。

《奔跑吧》有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块，但也在

不断突破模块化产生的审美倦怠，吸纳新颖的游

戏元素，改善综艺固定版块产生的刻板僵化问

题，以便达到既可以沿袭节目本身的互动游戏、

青春竞技等叙事传统优势，同时通过新元素的吸

纳呈现常见常新的节目样貌。“青春歌会”一反

撕名牌、游戏竞技等节目常规设计，充分发挥多

主体协同创新机制优势，通过嘉宾与素人观众的

互动、协作，共同完成节目内容，并再次强化了

节目立意，明确了节目属性，彰显节目的思想

性、文化性。这不仅体现了节目组对人民性创作

理念的一贯坚守，也是该节目一直以来不断创新

的明证。

新时代新征程，综艺应当继续以饱满的热情

和自我突破的勇气，奋力开拓文艺新境界，继续

唱响时代主旋律，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做出新的贡献。

广播电视从业者要秉持节目创作生产的初心与匠

心，以更多精品力作奉献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文

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创作出如 《奔跑

吧》这样洋溢着蓬勃朝气、创新锐气的综N代作

品以飨广大观众。

参考文献：

①雅克·拉康，《镜像期》，《文艺研究》，

1992年第3期第157-159页。

②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③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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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等科技。智慧广电建设延伸到了乡村的各

个角落。截至目前，建立了2万余路广电监控

视频、12 万只数字电视机顶盒、1500 余个应

急广播、18个物联终端AP，特别是自行研发

“爱安吉”APP目前注册用户34万，是安吉县

大数据官方唯一指定市民APP，也是未来智慧

城市唯一指定移动终端基础平台。同时还运营

唯一政务网络发布平台“安吉发布”微信公众

号和官方微博，结合原广电传统媒体平台形成

完整的全向融媒体信息中心平台，实现了数据

共享，信息共通。同时，以乡村规划、乡村经

营、乡村环境、乡村服务、乡村治理为核心，

构建“数字乡村”网络信息平台，第一时间为

村民解决实事、办理业务、远程医疗、农村养

老等一键式便捷服务。

像目前市场上备受青睐的“安吉优品汇”

竹林鸡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

经济模式。而白云齐智慧养鸡场项目是一个集

智慧化养殖和物联网传感器联动于一体，运用

智慧化设备与技术实现原产地溯源、精准数据

分析等功能，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的数据与中控

平台形成联动，实现鸡舍的通风降温等功能，

通过热成像进行体温检测，通过鸡脚环对竹林

鸡进行溯源。对安吉优品汇竹林鸡进行科学精

细化少人化养殖，佩戴AIOTAGRO“跑步鸡”

溯源智能脚环采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搭建产品

质量追溯平台，打通生产、加工、流通等链

条，形成一个完善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

证、责任可追究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闭环。以

识读器、摄像头、北斗定位系统、智能饲料桶

等硬件为辅，开发溯源监管系统，对鸡圈内、

活动场及其它鸡群休息场等区域进行远程监

测，通过Web平台软件（包括大屏软件）和手

机APP软件为主要表现形式，打造远程监管、

集中防疫、养殖轻松、经济保值的竹林鸡全生

命周期溯源展示平台。为竹林鸡户养殖和销售

赋予高科技“翅膀”。

县融媒体中心还借助“三屏融合技术”，开

展“从田间地头到自家门口”的农产品智慧销

购模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将本地农产品、本

地商圈融合一起，实现百姓线上下单、就近取

单，让本地优质农产品实现“内循环”，实现区

域智慧化，服务用户数字化。2020年初，“爱

安吉”与“游视界”平台分别上线“两山优品”

和直播带货应用，让农户真正体验到科技带来

的服务和变化。

二、以数字化建设为抓手，提升服务能力

依托数字赋能，实现“智慧广电乡村一张

图”。依托广电GIS和大数据技术，实时叠加动

态数据，引入数字孪生技术，打造多场景、多

业务协同互动，实现管理可视、信息公开、数

据监测、矛盾调节、安全监控、支援服务等多

项业务的精准化和智能化。为乡村治理提供智

能技术支持。目前，广电有线网络部门在全辖

区已建设起覆盖全县215个村（社区）广播站，

实现村建设6-10个广播终端。

在完善智能广电技术的基础上，加快物联

网、大数据、空间信息、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

技术与种植业、养殖业的深度融合与应用，提

高农业生产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比如智慧广电游视界本地圈电商平台，为

当地百姓提供公益广告、短视频、直播带货等

形式的服务，让农企和农民手里的农产品第一

时间以数字信息的共享方式传递给消费者，达

到最后一公里服务的“零距离”；智慧广电数

字乡村平台建设，掌握村口的车辆信息动态监

控，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平台会对外来车辆自

动预警，并及时通知工作人员，同时，村民、

网格员可以通过“爱安吉”APP中的数字乡村

模块以图文形式实时上报村里事件，实现村里

大屏看动态，数字技术解难题。数字乡村平台

主导的智慧化凭条建设为全县防疫筑起了一道

坚实的防线。

“爱安吉”APP 上设置的借车扫码、预约

挂号、电影票、爱旅游、安吉美食、汽车票、

停车场、电话大全、智慧 5189000 等近 20 个

贴近民生的便民服务版块，覆盖群众的日常交

通出行、娱乐、旅游、美食等，以接地气的应

用支撑，让当地老百姓享受衣、食、住、行、

玩、乐、购等各种便民服务，通过数字化建设

与管理，建立起当地用户与“爱安吉”APP的

强黏度，让服务不仅及时，还通过平台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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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提升，真正做到智慧广电，数字赋能，科技

服务。

三、打造全方位数字服务，带动数字经济

运用数字电视终端、移动端、智慧显示大

屏、广电传输网、云平台、广电主持人资源，

推动乡村景区、线上消费、产品溯源、人才培

育等多元乡村经济发展。依托大数据政务云平

台，建立乡村数据归集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归

集涉农数据，建立安吉县数字乡村专题库，存

储数字乡村数据资源，并复用数据仓的数据交

换和共享能力，实现全领域涉农数据开放共

享、上联下通。在整合县域数字乡村相关数据

资源的同时，提高业务协同能力。将信息化、

互联网与政府管理、农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各个

方面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形成海量的信息数

据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挖掘、数据交

换、提供可视化数据展示等。用本地品牌智慧

广电游视界本地圈电商平台，为当地百姓提供

公益广告、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的消费帮

扶，带动农民增收近200万元。2019年以来，

安吉的余村、红庙村、孝丰五谷丰登等11个村

先后建立试点，在智能数字引领下，促进乡村

经济发展，实现全县智慧乡村增值创收近1200

万元，让村民充分感受到了安全感、满足感和

幸福感。在带动乡村经济方面，智慧广电不断

释放着数字化生产力，探索产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新路径，持续推进农业农村行业大数据应用

系统优化整合的最大优势。

今年1月，安吉梅溪镇红庙村‘紫霞仙子’

直播间的首场乡土产品直播活动收获了直播80

分钟、观看人次近1.1万人、成交订单423笔、

总销售额近3万元的成绩，给了当地村民满满

的信心。以紫玉米、紫糯米等为主打产品的

“紫色产业”已然成为红庙村集体产业经济发

展规划中核心的农产品产业，通过数字乡村的

整体规划和建设，不仅运用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赋能提高农业管理水平和产

业发展水平，同时通过开发产品附加值，进行

农产品直播带货，丰富农产品网络销售的渠

道、平台和方式，为电商助农、产业振兴发展

道路提供新的契机。

四、打造智慧乡村信息化，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乡村以“1+3+N”的建设为思路，建

立农村数据仓，以一窗展示、一窗办公和一窗

受理为建设核心，融合N个特色应用推进全域

数字乡村建设，同时以余村为样板，建成9个

各具特色的村级数字化管理平台。

一是实现“数字化+政务服务”（共融）。

通过搭建“数字乡村”平台、村民信息管理大

屏、微信小程序等，实现“三务”公开、政策

法规发布，同时为村民推送最新信息资讯，提

供便民服务渠道，更为下一步的村务决策提供

可靠大数据依据。截至目前，该平台月均更新

发布各类数字化信息1万余条。

二是实现“数字化+乡村治理”（共通）。

整合各村“人户房”信息及生态环保、消防安

全、交通出行等方面数据，不仅有效减少工作

人员工作量，还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智慧

化、公开化，实现100%的垃圾不出村。掌上

矛调尝试以“互联网+”的方式打造镇、村、

网格三级社会治理结构，努力做到基层社会治

理过程中让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让群众

共享。

下一步，安吉将对一二三产业进行积极融

合，努力打造“一鸡一茶一水”（竹林鸡养殖、

安吉白茶销售“白叶一号”销售、水资源开

发） 产业模式，并带动周边劳动力，推动乡村

发展与振兴，实现农民共富。此外，安吉白茶

还“远赴”千里之外的贵州进行扶贫援助，一

同进行数“智”管理，“智”富共享，共同

致富。

五、结语

广电创新的浪潮已然来临，安吉正以排头

兵的姿态勇立潮头，智慧广电展现出势不可挡

的决胜前景。在安吉，智慧广电作为广播电视

新风向的代表，呈现了一系列县域特色的精彩

成果，谱写出“数”说新时代的华美篇章。智

慧广电正引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数

字化生活和农村改革新面貌。未来，安吉县融

媒体中心将持续发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