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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80 例。 其中
境外输入病例 40 例（广东 16 例，福建 8 例，上海 6 例，
广西 4 例，山东 2 例，北京 1 例，黑龙江 1 例，江苏 1
例，四川 1 例），含 3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 2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40 例（辽宁 29 例，其
中葫芦岛市 28 例、沈阳市 1 例；江苏 8 例，均在苏州
市；广东 2 例，均在深圳市；广西 1 例，在百色市），含 1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辽宁）。 无新增死
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2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
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0 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 5746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701 例 （其中重症病例 1
例），现有疑似病例 3例。累计确诊病例 13088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2387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2 月 14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398 例
（其中重症病例 6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01060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7094 例，
现有疑似病例 3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561451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0116 人。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44 例， 其中境外输入 37 例，
本土 7 例（江苏 4 例，均在苏州市；云南 3 例，均在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4 例（境外输
入 3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50 例（境外输入 47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791 例（境外输入 714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38194 例。 其
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8494 例 （出院 14763 例， 死亡
221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79 例（出院 79 例），台湾地
区 19621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1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2 月 14 日 0 时～24 时 ，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
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17 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
出院。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 24 时，全
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663 例（本土 2508 例、境外输入

155 例），现有住院病例 122 例（本土 109 例、境外输入
13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12 例（境外输
入 12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3769 人，正在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 65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斌

打开手机 ，远程 “掌控 ”蔬菜大棚里
的温湿度调节、 卷帘通风；“垃圾分类数
字档案”分发到每家农户，分类投放垃圾
可以通过电子账户积分变现 ； 党务 、村
务、财务网上一键即达，政务服务网上办
节约办事时间……一幕幕生动场景，诠释
出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

能。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

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十四五 ”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 不久前印发
的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 》），从数字基
础设施升级行动 、 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
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数字治理能
力提升行动等 8 个方面进行部署。 当前，
农村电商、移动社交、数字娱乐在农村普
及较快， 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相
对薄弱，数字技术同农业发展 、农村治理
和农民生活的深度融合还处在不断探索

之中。 此次出台的《行动计划》，明确了数
字乡村发展方向、阶段目标和实施路径 ，
将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 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 数字中国建设取
得新成效提供有力支撑。

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

应用，偏远地区不再偏远，封闭产业不再
封闭。 2021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2.05
万亿元 ，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 ，
“数商兴农 ”深入推进 ，农村电商 “新基
建”不断完善。 较之土地、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传统要素 ， 数据是一种新型生产
要素。 发展数字乡村，意义不仅在于 “蓄
水”，以数据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
流、 物资流等向农村集聚 ； 更重要的是
“布新”， 为乡村振兴带来全新的发展方
式和治理方式 ， 促进传统农业生产 、经
营、交易的数字化转型。

从全国看 ， 农村地区自然条件差异
大、发展水平不一、优势特点各不相同，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为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
乡村振兴路径创造了可能。 无论是打造智
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等全新农业
生产方式，还是培育乡村智慧旅游 、创意
农业、认养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 ，抑或是
在农村地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电子商务
等，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
量发展打开一片蓝海。 除此之外，智慧绿
色乡村、乡村数字治理、乡村网络文化、信
息惠民服务等，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
发力方向。 为乡村振兴进行数字赋能，有
助于在数字时代推动城乡之间资源、机会
等的均等化，对统筹城乡发展 、区域发展
影响深远。

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行动计划》 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做好网络帮扶与数字乡村建设有效衔
接作出专门部署。 事实上，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数字技术已经大显身手。 比如，利
用信息化手段精准掌握意外致贫人员，及
时追踪脱贫人员的后续发展情况，提供防
返贫定制方案，等等。 也要看到，当前依然
有不少农民群众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
更不用说掌握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新技
能。 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向农民群众
普及手机应用、网上办事、电商物流、直播
带货等知识，不断提升数字素养 ，才能让
广大农民更好享受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力期。 循着数字乡村发
展的“施工图”扎实推进，必能在广阔天地
奏响数字时代的田园牧歌。

（据《人民日报》）

拓展乡村振兴的数字蓝海

截至 2月 14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截至 2022年 2月 14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元宵”是农历
新年第一个月圆

夜。 在古人遥望月
宫千年之后， 我国
的嫦娥五号将月壤

样品带回地球 ，揭
示出更多月球的奥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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