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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传统农人，谁种的草莓更好
吃？来自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的草莓种植团队

“征战”多多农研大赛，与人工智能展开一场正
面对决。

7 月 22 日，第一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决
赛在云南昆明正式启动，经过激烈角逐进入决
赛的4支AI队伍，和来自中国草莓种植强县的4
支顶尖农人队伍齐聚，54 位选手开展为期 120
余天的高原草莓“人机”种植竞赛，并以此为样
本互相切磋，将“劳模经验”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探索出更加本土化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

4支传统农人代表队中，就有一支来自“中
国草莓第一县”的辽宁丹东东港。这支队伍的
四名队员中，既有种了近二十年草莓的实践派

代表马廷东，也有研究草莓三十年的理论派代
表、高级农艺师史功成。年纪最大的是60后，年
纪最轻的是90后，团队最大年龄差达到了近30

岁。唯一相同的是，热爱草莓种植行业。
云南的土壤和气候与东北差距较大，在当地

主要栽培的是章姬草莓，这也对辽宁传统种植队
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圣野浆果富民队带头人、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马廷东表示，为了备战
多多农研大赛，团队已经在昆明“奋战”了120天，
他表现出十足的信心。“我们前期调取了当地大
量的数据，对品种特性提前做了功课，跟当地的
专家、政府多轮学习……我们丹东东港有100多
年的草莓种植历史，相信我们的经验一定可以在
比赛中发挥作用。”马廷东认为，这次多多农研大
赛为传统农人和高科技团队搭建了一个共同探
索的平台，能够梳理总结出一套可以量化的种植
模式,为章姬草莓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拼多多副总裁陈秋表示，拼多多从成立之
初，就不断努力让农产品通过“拼”模式大规模
上行，而在农产品“卖得好”基础上，平台还希望
帮助农民“种得好”。这次比赛，对于拼多多来
说仅仅是一个起点，希望全世界的好手们，能够
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农事生产结合，为中
国众多的农产品产业带和小农户，提供一种更
低成本、易于操作的数字农业生产管理方法。

“前端技术进步的一小步，可能会解决小农
经营主体的众多难题，并带来更加稳定的农产品
供应链。”陈秋表示，拼多多将持续加大在农业领
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让农户有利益、有钱赚，用
科技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真金白银的提升。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图为马廷东（中）在一户合作社成员的大棚
中指导种植。 李卓 摄

60后搭配90后组顶尖农人战队
东港草莓种植团队出征云南战AI

今年年底辽宁全省快递进村要达到 80%，
到2022年年底全面实现建制村通快递。

为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开拓快递
行业新蓝海，我省近日制定快递进村三年行动
计划，着力健全县、乡、村寄递物流体系。

记者从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在《辽宁
省“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中
工作目标提出，到 2022 年底，农村快递服务深
度显著增强，县、乡、村寄递物流体系逐渐建立，
城乡之间沟通渠道基本畅通，全面实现“村村通
快递”。

快递进村是指快递服务通达建制村，既包
括快递企业直接设立站点的模式，也包括与其
他商业组织合作提供快递服务等多种模式，是
农产品电商的重要支撑。截至目前，全省 856
个乡镇设立2296个快递服务网点，乡镇网点快
递服务覆盖率达 100%。建制村总数 11334个，
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61.01%。

点多、面广、线长、量少是快递进村的痛点、
难点。为打破瓶颈，我省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规
划，将支持农村快递发展与“四好农村路”建设、
农业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等紧密结合。推动将其纳入地方各级城乡发
展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部署，打造贯通县、
乡、村的农村寄递服务网络。

积极推动农村快递有效嵌入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灵活多样的运行机制。并且
因地制宜，采取梯次递进方式，按年度分步推
进。

全省各地推广邮快合作、快快合作、驻村设
点、交快合作、快商合作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我省将充分发挥邮政网点健全、配送网络
通达的优势，促进邮政网点成为电商平台的重
要节点。支持各快递企业抱团共建农村末端快
递服务平台，统一开展快件揽收、投递业务。

支持有条件的品牌快递企业进一步延伸农
村地区网络，在业务需求相对固定、具备一定业
务量的建制村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末端网
点。

强化快递服务与农村电子商务和生产生活
的有效对接，提高末端网点生存发展能力。鼓
励快递企业与农村客运组织合作开展乡村快件
代收代投业务。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网上订外卖可通过订餐平台了解饭店后厨
情况，也就是相当于可以看到饭店后厨的
直播，让消费者对饭店后厨有个更清晰的
了解。

今年12月底前，沈阳完成100家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明厨亮灶试点工作。

7 月 22 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沈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网
络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合作框架协议暨沈阳
市网络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网络餐饮明厨
亮灶）试点协议签署启动仪式”，分别与网
络餐饮相关企业签署了协议。

在未来三年中，沈阳市和全省其他 13
个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与相关企业多方面
进行广泛合作：共享城市本地生活风险/发
展报告；共享数字信用评价体系；打通智慧
消费维权绿色通道；共推明厨亮灶；共推食
安封签计划；共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计划
等，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智慧监管。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同时，为全面加强沈阳地区网络餐饮

监管工作，探索加强网络餐饮监管工作新
模式，沈阳市率先在全省开展框架协议试
点工作。

沈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与某第三方网
络订餐平台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监
管的广泛合作，重点推行网络餐饮明厨亮
灶试点，沈河区作为沈阳地区网络餐饮明
厨亮灶试点区域，选取辖区内在该网络平
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2 月底前完成互
联网+明厨亮灶试点工作。也就是实现了
这些网路平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后厨
实施在线直播，订餐消费者可以随时掌握
后厨情况。以此推动网络订餐监督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营造网络食品安全共治环
境。

“此举不仅会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自律，为消费者‘舌尖上
的安全’再上一把‘安全锁’，同时也为监
管部门实现外卖餐品‘全链条’监管提供
有力支撑，提高食品安全信用监管和社会
共治水平，不断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有
序、安全发展”该负责人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在高考前认定资格；学生
提交助学贷款申请，不须前往任何部门盖章认
定。近日我省启动2020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工
作。

按照国家助学贷款最新政策要求，我省将
不设贷款总人数和总规模上限，足额保障助学
贷款资金规模，全力保障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贷款需求。预计今年国开行为我省3万

多名学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贷款金额将
超过 2.5 亿元，同时下调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
限和还款时间。7 月 20 日开始，我省 91 个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开始受理2020年国
家助学贷款申请。

按省教育厅统一部署，今年全省各市、县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进一步优化国家助学贷款服
务，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和高中获得
国家助学金的学生等七类学生，通过高中预申
请，在高考前就为其认定了贷款资格。为方便
学生办理贷款，除上述七类学生外，其他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只需填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申请表》，即可认定贷款资格，不须前往任何部
门盖章认定，实现了贷款办理“最多跑一次”。
同时，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减少人员聚集，实
行零接触办理贷款，续贷学生可在线申请、线上

审批并签订合同。
2020 年参加我省普通高考，被全日制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等正式
录取的新生、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
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可持本人录取通知书
等有关材料，及时向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
局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手续。办理期间，省教育
厅和各高校将开通 2020年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接受资助政策咨询。

我省91个县（市、区）开始受理2020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启动“最多跑一次”

部分饭店后厨将直播
网上订外卖实时了解饭店后厨情况

2022年底辽宁将全面
实现“村村通快递”

会上，验收组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方的
项目总结报告,观看了项目系统功能演示和
资源加工成果,审阅了项目文档,经过了质询
和讨论。

验收组专家认为，项目总体开发符合项
目设计要求,满足中国书法教育培训数字平
台建设需求。项目设计具备良好的用户体
验,有较好的拓展性。项目系统功能完善,各
模块运行基本正常。项目验收文档齐全,符
合验收标准。

随着无笔信息时代的来临，怎样实现中国

传统书法文化的创新发展呢？作为验收专家
组成员之一、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利表
示，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是中央直属文化企业，
中国文联系统专业艺术类的权威出版传媒单
位。

现代和传统书法的衔接和发展、传统文化
和当代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艰巨任务，《中
国书法教育培训数字平台》项目书法方面的内
容十分丰富，顺应时代要求，师资来自高校的
教授、学者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的优秀书法
家，便于人们随时随地学习书法。

朱利教授从事高校书法教学二十余年，她
也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从传统的师傅带徒弟
手把手教学，到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
教学，取得较好教学效果。“我坚持下来，一方
面认为以理工为主的东大学生需要人文艺术
方面的熏陶，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传
统书法的学习欲望，每学期选书法课的人数都
爆满。”

朱利教授的课程也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
在中国大学慕课的《书法课堂》2018年获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上线运行六学期，选课人

数总计11万余人。
在“首届中国大学慕课 100 门评选展播最

美慕课”获三等奖。朱利教授认为，传统书法文
化有它的魅力和生命力，人们对传统书法美的
享受需求是旺盛的。

朱利教授对中国书法培训数字化这条道路
充满信心。她平和的话语彰显了她的信心：“我
既是书法教育者，又是书法实践者，由于挚爱书
法，坚持走到现在；由于担当和责任，我会继续
走下去！生命不息、书写不止。”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中国书法教育培训数字平台项目通过验收
临书大会、国学修养与书法、杜牧、苏轼等名家介绍，丰富多彩的书法信息在平台中展示出来。7月22日,中国书法出

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在京组织召开了《中国书法教育培训数字平台》项目专家验收会，该项目通过了验收专家组的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