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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近年来，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李
家村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进行村庄建
设，在硬件上有了很大提升。然而，
上下信息传达不畅通，村干部与村民
之间面对面沟通少，小道消息横行。

2017 年，许村镇开展违章建筑
拆除行动，村里便出现小道消息满天
飞的情况。为此，李家村“两委”多
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一次，有
代表提出借鉴“新闻联播”播报的方
式，向群众告知大小新闻事件，这一
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肯定。

经过一系列商议，2018 年，李
家村创新推出“李家播报”，由村干
部、乡贤代表、党员代表等组成播报
志愿团，定期收集中央、省、市有关
会议精神，热点时政要闻，以及与村
民息息相关的各类惠民利民政策信息
等。之后，播报团成员整理汇总收集
到的内容，交由村党组织审核签阅，

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村民群等方
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与。在此基
础上，每月25日，播报员采用方言，
以论时事、讲案例等形式播报相关事
项，并与村民当面交流，现场回答并
解决村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有一期‘李家播报’，我反映
了八组的道路有两个窟窿。没想到，
道路很快就完成了施工改造。”村民
宋水泉说，看到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
参与“李家播报”的村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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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日暖农事催，浸种春耕莫迟延。近日，湖南省汨罗市新
生力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潘乐在田坎上拿出手机，点开手机里的
无人机 App，边上两架智能农业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事先设计
好的运行线路，对油菜进行农药喷洒作业。

今年 36 岁的潘乐是土生土长的石仑村人，祖辈种田，小时
候跟着父母种田的痛苦经历，曾让他下决心要与种田绝缘。“插
秧时，一天下来，腿上全是蚂蟥，鲜血直流；收割时，禾叶在身
上划出一道道口子，那时的农民太苦了。”潘乐说。

近年来，随着各式各样的农机开进田里，种田变得轻松起来。
2013 年，汨罗市新生力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潘乐返乡加入合
作社，负责开展智慧农机业务。

“使用智慧农机不仅干活轻松，收入也大幅增加。”潘乐说，
一架智能农业无人机市场售价 3 万元左右，除去补贴，自己掏 2 万
余元，很快就能回本。

在智慧农机的加持下，潘乐又流转 300 亩水田，一个人在
家里用电脑和手机就完成耕种，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智能化。2022
年，潘乐收入达 30 万余元。

“数字农机让新生代农民‘慧’种田。”汨罗市农机事务中
心副主任刘浩说，目前全市451台农机安装了北斗作业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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