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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村级电视
台”贴近生活

踱步山下庄村，依山傍水的村
庄格外安静整洁，记者不时看到有
老人带着萌娃在鲜花盛开的小公园
内游戏，另有老人在河边木质长廊
里闲坐，还有村民在整理庭院内的
花木，一派岁月静好的幸福景象。

村干部陈怡宁介绍，山下庄村

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较突出。“全村
由 6 个自然村组成，户籍人口 1388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村民有
488 人，占比超过 35%。”陈怡宁
说，平时大多数老人生活简单、人
际交往较单一，而电视节目丰富多
彩，成为老人获取信息、获得精神
愉悦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看电视
也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

“从去年底开始，村委会决定
由村集体出资，与宁波华数广电网
络有限公司海曙分公司 （下称海曙
华数） 合作，开展‘一村一屏’建
设项目，针对乡村善治要求和为老

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一个智慧乡村
电视公共服务平台。”陈怡宁说。

今年 2 月，“一村一屏”项目
正式启动后，集士港镇广电站站长
毛 军 伟 便 成 为 山 下 庄 村 的 常 客 。

“ 前 期 ， 海 曙 华 数 投 入 七 八 十 万
元，在宁波智慧广电网络基础上，
重新敷设光缆，架设千兆宽带网络
光纤入户，山下庄村也成为集士港
镇首个‘千兆村’。”毛军伟介绍，
目前基本完成该村的“一村一屏”
安装。

记者在村委会打开电视，屏幕
首页上端除了有线电视通常具备的

“ 宁 波 、 直 播 、 精 选 、 电 视 、 电
影”等栏目内容外，黄字显示的

“善治山下庄村”栏目特别醒目。
记者按下遥控器，该栏目立刻显示

“ 本 村 概 况 、 智 慧 党 建 、 村 短 视
频、村风村貌、村内活动、村内通
知、好人好事、便民通知、平安视
角、健康养生、文艺戏曲”等页
面。打开“本村概况”页面，一段
事先拍摄录制的山下庄村介绍视频
跃然而出，画面鲜活、解说生动，
引人注目。

记 者 了 解 到 ，“ 善 治 山 下 庄
村”栏目是海曙华数专为山下庄村
打造的，是“一村一屏”平台的特
色所在。该平台由村委会进行管
理，设专人采集、编辑、上传和发
布内容，实时更新村内事务等。村
民则通过电视终端，直观便捷观
看。

陈 怡 宁 告 诉 记 者 ，“ 一 村 一
屏”平台让村子犹如有了一个“村

级电视台”，搬上电视荧屏的不仅
有包含乡土信息的全村政治、经济
和文化成果介绍，也有村民喜闻乐
见的村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深
受村民欢迎。“尤其是前段时间疫
情形势严峻，村里通过电视发布核
酸采样时间、加强防控工作安排等
通知，这与村内目前已有的 13 个
大喇叭通知互为补充，不仅让村民
第一时间跟上疫情防控的节奏，也
为 村 干 部 节 省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精
力。”陈怡宁说。

乐享数智生活，村民
有了归属感

随着“一村一屏”上线，平时
生活的村庄成了荧屏中的亮丽风
景，这让土生土长的 68 岁村民余
水萍感到非常亲切。

记者来到余水萍位于五岭自然
村的家中时，她正聚精会神地观看

“ 善 治 山 下 庄 村 ” 中 的 “ 本 村 概
况 ” 短 视 频 。“3 月 初 ‘ 一 村 一
屏’安装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短视
频，我感到很新鲜，真是百看不
厌。”余水萍笑着告诉记者，她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看电视是最大的
爱好，尤其是疫情期间少出门，在
家中打开电视就能知道村里村外的
情况，她觉得很安心。

和余水萍一样点赞“一村一
屏”的，还有上河头自然村的点长
陈振江。“有了‘一村一屏’，平时
爱看电视的 80 多岁父母更关心村
内各项事务了，全家经常一起讨论

身边人身边事，家庭氛围更加融洽
了。”陈振江说，上河头有 260 多
名村民，大家都说这样接地气的

“村级电视台”很有凝聚力，让村
民有了归属感。

有了初步成功，“善治山下庄
村”将在推动村民享受数智生活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依托‘一村一
屏’，我们还将推出‘智慧医养’
板块，与镇、村卫生服务站联动，
实现远程问诊。同时，安装物联网
红外感应设备，可通过手机 APP
实时对老年村民进行居家安全和健
康监控，也可实现对潜在的家庭安
全和人身健康隐患一键报警，切实
保障村民的居家安全。”陈怡宁介
绍。

除了与村民生活深度融合外，
“一村一屏”还将赋能乡村数字善
治。陈怡宁把记者带到村财务公开
栏宣传橱窗前，只见橱窗内张贴了
27 张 A4 大小的纸，内容从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负债、收益分配、财务
收支等情况，到困难户救助、高龄
老人生活补贴，再到村重点、实事
工程资金使用情况等，全都一目了
然。

“目前，村内财务实行‘一月
小公开、一季度大公开’模式，未
来将在‘一村一屏”中设置‘财务
公开’板块，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对
村内财务情况了如指掌。”陈怡宁
认为，此举进一步保障了村民的知
情权，增强了村民的责任感，另一
方面也推动全村党务、村务、财务
等信息更公开透明，提升了全村管

理效率，更好地推进村内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最终提升全村治理实效，让
村庄更加充满活力，更和谐有序。

■记者手记

构建多跨场景应用，推动数字化
改革走深走实，已成为浙江新发展阶
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在广
大乡村地区，通过数字赋能，一方面
能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
弱的短板，推进城乡数字生活服务均
等化，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
掉队”；另一方面则可发挥数字化在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有力地促进乡村
善治和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山下庄
村在完成乡村风貌改善、颜值提升的
基础上，强化数字引领，加快乡村网
络宽带改造、数字电视设备升级等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从村民生活
中最普遍的电视屏幕入手，瞄准群众
关切的居家生活、智慧医疗、养老看
护等民生领域，打造乡村数字化多跨
场景应用，让以往在村民眼中“高不
可攀”的数字化运用“飞入寻常百姓
家”。

实践证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促
进了乡村“数智生活”的快捷便利和
村民幸福感的“提档升级”，也展现
了未来乡村品质生活和乡村数字治理
新体系的美好图景。

数字乡村建设，正解码共富先行
新模式，未来可期。

（陈朝霞）

海曙山下庄“一村一屏”

让乡村善治驶入“信息高速公路”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雪雁 卓建青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介绍
我们新鲜晒制的笋干⋯⋯”上周
末的晚上，奉化大堰镇“宋小姐
别院”民宿负责人卓雅芝准点
在网络平台上开直播，销售笋
干、茶叶、番薯等大堰特色农
产品。

“宋小姐别院”是开设在大
堰 谢 界 山 村 的 一 家 精 品 民 宿 。

“ 现 在 受 疫 情 影 响 ， 客 人 减 少
了，民宿经营压力很大。我们尝
试用直播的方式，展示大堰原生
态的农村生活和民宿特色，顺带
销售农副产品，拓展业务，开辟
新财源。”卓雅芝说。

奉化溪口、大堰两地是宁
波精品民宿的主要集聚区，客
人以长三角地区大城市中高端
人群为主。这两年，新冠肺炎
疫情复杂多变，对文旅行业特
别是民宿行业，冲击巨大。大
堰镇旅游办负责人汪斐卿告诉
记者，像今年的五一假期，大
堰几家民宿原本客房预订超过
了八成，没想到 5 月 1 日奉化发
生 疫 情 ， 客 人 纷 纷 退 房 离 去 ，
民 宿 主 损 失 惨 重 。“ 近 一 年 多
来，因跨省游、跨市游受限，民
宿业走入低谷，而今年春季上海
的疫情，更令宁波民宿‘雪上加
霜 ’。” 汪 斐 卿 说 ，“ 寒 冬 ” 之
下，本地特色民宿在收缩战线的
同时，不少民宿从业者也像卓雅
芝一样，用新思路、新业态主动
求变，谋划产品升级，在困境中

“活下去”。
大堰的“燕来山田”民宿最

近搞了一个占地 1 亩的柿季小菜
园，种了好几种蔬菜瓜果。生意
淡了，人却没闲着。店长沈娇蓉
说，民宿客人近一半是亲子游，

“我们推出的农耕主题项目，让
游客回归田园，一年四季体验不
同农耕活动的乐趣。”此外，“燕

来山田”还准备新开辟一处小型
的萌宠乐园，饲养兔子、羊驼等
小动物，让城里的孩子在大堰山
村亲手种菜、喂兔子、捡拾土鸡
蛋，亲近大自然。

“ 原 生 态 ， 云 耕 大 堰 这 张
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卓雅
芝说，通过网络直播，不仅宣
传了大堰的山水风光，还使很
多外地网友对大堰农产品产生
兴趣。现在“宋小姐别院”直
播间颇有人气，平均每天能卖
出 100 多单笋干、油焖笋等农副
产品。前阵子笋加工季，该民
宿每天从村民处收购数百公斤
鲜 笋 ， 统 一 煮 制 、 晾 晒 、 包
装，客人下单购买很踊跃。“以

前是客人通过民宿认识大堰农
产品，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
通过购买农产品认识了我们的
民宿。”卓雅芝说，通过直播带
货，多元化经营，山货销量上
去了，“粉丝”数量也看涨，既
减轻民宿经营压力，也帮助周
边农户卖货增收，一举两得。

位于溪口岩头古村的“漫
休谷”度假村，被古木参天的
原始森林所环绕，一栋栋隐藏
在 山 林 中 、 造 型 各 异 的 小 木
屋 ， 令 人 仿 佛 置 身 于 童 话 世
界。最近，“漫休谷”管家李玉
霞与同事一起，通过抖音和携
程直播平台，一周数次从不同
角度展示度假村的服务特色和

周边村庄的旅游亮点。直播播什
么，脚本怎么写，都是员工自己
来，自编自导自拍，非常接地气。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今年我
们把客源聚焦在宁波本地，并对
原来观景平台进行改造，新推出
了户外野餐项目，提供免费下午
茶。”李玉霞说，这一理念正好与
当下很火的露营概念相吻合，让
客人在山林中享受美食、欣赏美
景，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很受客
人的欢迎。“现阶段，疫情下的民
宿面临一场‘洗牌’，也给我们提
供一个机会。民宿要和潮流相融
合，以‘深度自然+本土文化’来
设计产品，满足城里人新的消费
需求，提升民宿核心竞争力和客

户黏性。”李玉霞说。
在 困 境 中 寻 找 希 望 和 出 路 ，

努力生存下来，是疫情下众多民
宿主的真实写照。“疫情早晚会过
去，大家需要走出去放松一下的
心 情 还 是 很 强 烈 的 ， 那 些 品 质
优、有‘性格’的民宿依旧有不
错的前景。”宁波溪口雪窦山名山
建设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前期办的
汪渊洲认为，疫情“倒逼”民宿
加 速 转 型 升 级 ， 而 场 景 化 （生
活） 民宿是乡村民宿未来发展的
一大方向。例如乡宿+农庄、乡
宿+宠物、乡宿+耕读、乡宿+民
俗等“乡宿+”主题产品，将为民
宿行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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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奉化民宿主动求变突围
反反复复的疫

情，客源的大幅下
滑，给宁波的民宿
业带来严重冲击，
同时也加速了行业
调整结构、优胜劣
汰的进程。

采访中，民宿
业主不讳言当下经
营中面临的重重困
境 ， 一 批 没 有 特
色、抗风险弱的民
宿可能会率先“出
局”。但很多人依
旧对民宿业未来发
展抱有信心。疫情
只是暂时阻挡了人
们出行的脚步，但
不能阻止大家对亲
近大自然、体验美
好生活的“一往情
深”。

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有坚
韧的性格和创新进取的精神。细
分客户市场，开辟线上新渠道，
实施多元化营销，引入新场景，
做好产品服务转型……很多民宿
主在困境中愈加重视修炼“内
功”，升级产品和服务，提高核
心竞争力。“相信疫情总会过
去。扛过寒冬，期待复苏的春
天。”大堰镇旅游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尽管今年以来客人不多，
但镇上 10 余家特色民宿都是正
常开门营业，想方设法开源节
流，“好几家还进行设施微改
造，谋划推出个性化项目，等待
疫情过后客人的归来。”

民宿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帮助周边村民增收、
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在民
宿企业积极展开自救的同时，我
们也呼吁政府部门通过金融支
持、政策扶持等手段，营造更加
积极宽松的发展环境，帮助民宿
业渡过难关，全面提质升级，推
动民宿行业高质量发展。

（余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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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漫休谷”享受夜间户外野餐。 （余建文 摄）

记者手记

山下庄村美丽村貌。 （陈朝霞 摄）

“数智兴村，未来可期可及”。4月底，记者走进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海曙区集士港镇山下庄村的善治馆，大屏幕首页上的这句话特别醒目。
“近几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全村完成了梳理式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如今，我们顺应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潮流，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在海曙乡村中率先建设‘一村一屏’，构建以电视发布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治理新平台，推动乡村治理驶入
‘信息高速公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让村民乐享数字化带来的生活便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山下庄村党总支书记舒千
丁介绍。

村民收看“善治山下庄村”相关节目。 （陈朝霞 摄）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