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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现状的思考

黄英良, 李娇娥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近年来, 随着安徽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开展, 全省农业信息化服务也全面展开,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因

此, 安徽省应通过健全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主体多元化、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效率和培养农业

信息化服务人才等对策, 全面改善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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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developm ent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Anhui Prov ince, th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recent years W hereas, there are st ill som e problem s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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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是我国 三农  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农业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也是农业现代

化的继续与发展
[ 1]
。农业信息化服务是农业信息化建设

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而言, 农业信息化是指在农业

生产经营管理各领域不断推广和应用计算机、通信、网

络等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智能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不

仅包含计算机技术, 还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

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

应用的过程。而农业信息化服务, 即指推动农业信息化

进程的一切活动
[ 2, 3]
。

自 2000年以来, 安徽省先后实施了 信息入乡工

程  、 金农工程  和 数字安徽  等信息化建设工程,

农业信息化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时, 各种形式的

农业信息化服务也在蓬勃开展。如安徽省农委的 阳光

工程培训班  即在农村推广农业信息化服务; 中国科学

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承担的 农业信息服务技术体

系建设与示范  项目, 旨在通过在安徽省内示范应用,

使广大农户使用简单、廉价和易用的信息化工具获得农

业生产技术与市场信息等。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在促

进农民增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市

场效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显著成效
[ 4, 5]
。

1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现状

1 1 初步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 安徽省的农业信息化有了明显起色, 农业

信息化服务正在有序地展开。!安徽省各级政府相继成

立了农村经济信息的领导机构、技术队伍和专家队伍,

落实了相关的编制、经费、规划和制度, 建成了农网信

息站, 在基层配置了农业信息技术员。 ∀软件与硬件配

套的各项建设正在有序展开。具体表现为 3方面: 第

一,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截止目前, 安徽电信

已经建成覆盖全省 17个市、技术先进、五纵三横的格

状光缆网, 安徽联通已建成全省 17个中心地市的光缆

环网, 安徽移动的长途传输光缆网建设基本覆盖全省各

地市, 全省基本实现了移动电话全覆盖。第二, 农业信

息网络建设明显加快。安徽省已形成了省、市、县、乡

4级农业信息网络, 在农业信息化先进地区初步形成了

市县乡 3级农村经济信息网络的框架
[ 4]
。第三, 农业专

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决策咨询系统等农业信息化中

的软件建设取得较好效果
[ 6]
。例如,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

能所在农业专家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示范和应用,

用户可以在其所开发的 中国搜农  (www. sounong.

net) 上使用。农业信息管理系统也从安徽省的实际出

发, 专门面向省、县、乡、村四级行政管理部门, 以更

好地服务 三农  。

1 2 以政府为主导的服务主体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开展是以政府推动为契机

的
[ 6]
。政府主导力度较大, 政策性较强, 政令统一, 易

于在空白领域迅速地建立和推广。在基层, 通过政府推

动, 县级建起了农业信息服务中心, 包括 农技 110 

系统, 配备了专门工作人员。全省各乡镇甚至条件较好

的村都建起了农业信息服务站, 农村信息员都经过了系

统培训,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也逐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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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政府推动模式在农业信息化服务开展之初, 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但与发达国家及农业信息化发展较快的省

份相比,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工作, 政府投入还远远

不足, 有待进一步加强
[ 7, 8]
。

除政府部门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业科研部门、

民营农业信息服务机构及一些民间组织, 逐渐开始成为

农业信息化服务的新生力量。如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

依其多年的从事农业信息化研究的积累, 研发了农业专

家系统、建成了多个农业数据库知识库等, 中国搜农即

是其多年来研究成果的 1个集成, 能够为全国的种养大

户、农业企业和广大农民服务。农村还出现了一些专门

的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农户提供农业

信息服务
[ 9]
。另外, 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实践中也开始加强自身的信息化建设, 通过购置计

算机、打印机等信息化设备, 培训专业能手, 为农户提

供各种农业信息服务。然而以这些组织或机构为主体的

信息化服务, 其力度和范围都还很小。

1 3 多样化的农业信息化服务方式

1 3 1 专业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站 政府主导建设的网

站, 已经形成省、市、县、乡 4级农业信息网络。现已

建成省级农网信息中心 1个、市级信息服务中心 17个。

互联网应用覆盖率高达 90%以上
[ 4]
。各级农业信息网

络的建设, 为农户获取各种农业信息提供了有力的保

证。科研机构在农业信息化网站建设上也不遗余力。前

述的中国搜农网每天监测农业网站超过 8 000个。监测

的全国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超过 9 000个, 农产品品

种超过 2万种, 农产品价格、供求、技术、新闻数据

0 5 h更新 1次, 并对数据进行智能去重、清洗、过滤

和空间化映射; 每天索引的价格数据超过 15万条, 供

求数据超过 7万条, 极大地满足了各级用户了解农业市

场情况的需求。另外, 其还开发了专门针对安徽省农业

协会 (合作社 )、专业大户、农业企业以及广大农户的

一个个性化信息推送系统 # # # 安徽省农村信息精准推送

平台 (www. chinannn. net)。系统主动向农业协会等

中介组织推送其定制的各种信息, 再由中介组织对推送

的信息进行筛选、编辑, 然后再分发给会员, 从而保证

底层用户得到具有针对性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 底层

用户可发布自己的需求信息, 并实现与其相应信息的

对接。

1 3 2 信息化培训 信息化培训是开展农业信息化服

务的重要手段。安徽省农委组织的阳光工程培训, 从各

合作社中选取信息员, 对信息员进行培训。中国科学院

合肥智能所的信息化培训是通过多次培训信息员和示范

农户使用电脑、手机和信息机等信息服务设备终端, 使

其能自主上网获取农业信息、发布信息。培训方式灵活

多样, 集中培训和分散式一对一培训相结合、合作社自

行组织和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培训相结合, 注重培训

效果。

1 3 3 电话、短信服务 全省部分县市开通了 农技

110 农业信息服务咨询热线和助农短信, 为农户提供

农业信息服务
[ 10]
。前述的安徽省农村信息精准推送平

台, 也可以通过短信服务农户。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

或农户等注册该网站的手机用户, 除了可以通过手机上

网登陆该网站获取信息外, 还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互

动, 获取、发布相应的农业信息。

1 4 农业信息化服务初具成效

农业信息化服务不仅在生产、技术上给予农民指

导, 更重要的是为其进入市场打开了一条新途径, 推动

了农民增收。 !通过网络联接小生产和大市场, 有效地

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农村大户、经纪人通过网

络获取生产技术、了解市场行情, 带动了周边农民共同

致富。一些企业或农产品协会, 通过网络获取价格信

息, 扩大了销售渠道
[ 10]
。例如, 砀山县某食用菌合作

社社员通过在安徽省农村信息精准推送平台发布供应信

息, 与本地以外的客户取得联系, 产品顺利销售; 宁

国、广德、太湖等地的合作社信息员通过在中国搜农

网、安徽省农村信息精准推送平台等获取信息, 起到明

显的示范带动作用; 岳西的合作社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将其茭白产品远销贵州等地, 开拓了市场, 增加了

收入。

2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2 1 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仍不健全

虽然安徽省已经初步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 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在很

多市县存在农业信息化服务机构不全、科技信息有效供

给能力弱、服务人才匮乏、服务不及时, 且应用浅层次

的现象。∀存在重复建设、资源缺乏整合, 一定程度上

造成资源浪费, 并且也未能很好地为农户服务
[ 4]
。例

如, 不同机构之间, 如政府、农民组织以及信息化服务

企业, 出于不同的需要局部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服务的资

源, 而这中间往往存在重复建设, 信息不能实现共享,

严重阻碍了农业信息化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2 2 农业信息化服务主体较为单一

安徽省范围内的大部分农业信息化服务, 基本上都

是由政府主导的。虽然政府主导的模式有其自身的优

势,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其缺点也暴露无疑。 !机制

不灵活、人浮于事、追求政绩、重复建设、缺乏整合。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政府不同的部门, 各自为政, 搞起农

业信息化服务
[ 11]

, 结果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而真正

急需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地方或行业却长期处于饥渴状

态。∀法律、政策保障以及具体的服务项目和内容等与

经济发展需求脱轨
[ 12]
。近几年来, 民营农业信息服务

机构、信息服务协会、农民经济组织纷纷兴起, 一些企

业也瞄准了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契机, 也都试图在农业信

息化服务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些机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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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企业更偏重于经济功能、直接以盈利为目的, 有较

高的积极性。而且, 这些模式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很大的

投入, 随着业务的开展, 效益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

显, 可行性也越来越强。但在当前, 其作用有限, 远没

有政府主导的力量强大。总体看来,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

的服务主体较为单一。

2 3 信息化服务方式缺乏系统性

农业网站、信息化培训和短信服务等信息化服务方

式, 如果能够长期、系统地为农户服务, 其成效显著。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农业部门和其他涉农部门都拥有各自

的信息资源, 但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

制, 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 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另

外, 农业网站、农业信息化培训和短信服务等不同的信

息服务方式, 也未能进行有效协调, 信息化服务缺少系

统性。另外, 诸如农业信息化培训、短信服务等服务方

式, 不能经常进行, 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2 4 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

当前, 安徽省范围内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 !

由于信息采集总量、网站数量虽多, 但是信息内容不够

全面、完善, 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 尤其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开发利用的信息资源十分匮乏。信息化服务的总量

不足、结构失衡导致农民生产上的盲目性。 ∀服务工作

本身水平不高。很多基层信息化服务机构、人员均为临

时性质、兼职性质, 工作积极性不高, 重视程度不够;

另外, 人才专业素质不高, 对农业信息的筛选、甄别、

利用的能力与实际需要存在差距, 对收集到的信息的实

用性难以把握, 这些导致信息化服务作用发挥不充分,

服务水平较低
[ 10, 13]
。 %由于广大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较

低, 对信息化服务的接受能力有限。作者在对农民信息

员调查一项中发现, 392人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

人数占比高达 79 6%。农民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信息

意识相对薄弱, 接受信息和技术服务的基础也比较差,

直接导致信息化服务水平难以提高。

3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对策

3 1 健全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丰富服务内容

安徽省应根据各市县的特色和服务对象, 确定农业

信息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明确各级部门的职责, 做到

统一规划、分工协作, 形成纵向与宏观决策部门、各级

农业科研教育部门、农业信息机构、农技推广站以及与

农民信息相通, 横向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综合信息机

构相联的纵横交错的多专业、多学科、覆盖范围广的农

业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及时、准确的农业信息在一定程

度上还可以降低农业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 还能为

三农  以及涉农企业提供农作物种植、加工和收购等

一系列活动的参考依据。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除了

粮食作物外, 茶叶、蚕桑、畜牧养殖等经济作物或农副

业, 对信息及信息服务的需求极为迫切。在健全农业信

息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 信息化服务的内容也应该涵盖

农业生产的诸多方面, 满足不同农产品经营农户的特定

需求。

3 2 推动农业信息化服务主体多元化, 提高服务质

量
[ 14]

对安徽省而言, 在将来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中, 应该

更为重视和加强政府的作用。但其职能应侧重于农业信

息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技术、农业信息资源开

发的投资以及定向、组织和监督工作, 政府部门要从事

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12]
。农业信息化服务企业、科研

机构、信息协会、民营中介等各种民间组织的功能将越

来越突出, 职能主要侧重于事务性的工作, 例如组织农

户培训、短信服务农户等。这样, 在农业信息化服务主

体系统中, 政府主要起管理和规范作用, 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和协作, 这也是市场经济的

必然要求。农业信息化服务企业、农业信息服务协会等

民营中介信息部门经济利益突出, 经营较为灵活。诸多

信息化服务企业、协会等民间组织之间会形成竞争格

局, 这就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功能和服务水平, 迎

合农民需要, 保证服务质量, 从而提高全省农业信息化

服务质量
[ 15]
。

3 3 整合农业信息化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效率

在提供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形式上要有创新。除了利

用好已有的信息渠道, 比如各级各类农业信息网、 一

站通  、安徽省农村信息精准推送平台、 农信通  和

农技 110 等信息采集发布途径的基础上, 还要创新

服务方式, 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信息服

务
[ 7]
。例如, 利用广播、电视、现场讲解等方式提高信

息的进村入户率也较为有效。农业信息化的推进和信息

服务水平的提高, 对农业信息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创新服务形式方面, 省内外、国内外的经验和做法值

得关注
[ 16]
。要把推进安徽省农业信息化服务当作一项

长期的事业, 政府、企业、农业信息专业服务组织等民

间团体, 宜各尽所长, 互相协调, 全面提高农业信息化

服务效率。

3 4 培养农业信息化服务专业人才, 增强服务效果

信息化服务的关键在于应用, 而应用的关键在于人

才 [ 7, 17]。文化水平低是制约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只有专业人才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才能使农业

信息化服务的效果凸现出来。要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信息

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开展农业信息化服务队伍建设。农

民中广大农村青年的信息应用能力是将农业知识和信息

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研究当地农村科技工作

的实际情况, 将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职业教育、科学

普及等农村科技工作相结合, 制定行之有效的培训方

法, 通过宣传、授课、问题解答等多种手段和多种形

式, 提高农业信息化的普及教育的层次和水平
[ 18]
。在

实施农业信息化科技工作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提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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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年农民以及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信息意识和文

化素质, 在充分发挥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用的基础

上, 形成强有力的农业信息化培训、推广网络, 为农村

培养各种初中级信息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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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计。由此带来了很多园区热衷于跑部门要项目, 无

心真正建设园区, 发展现代农业。

3 4 园区建设必须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现实面前, 农业园区的农业

投入成本无形增加。因此, 农业园区要建成以生产、生

态、生息为目标的现代农业的样板。在发展园区农业效

益增长的同时, 切实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使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实现协调发展。近年来, 世界

各国在发展现代农业中,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

护, 重视土地、肥料、水资源、农药和动力等生产资源

投入的节约以及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农业园区理应在应

用农业科技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探索出 有机农业  、

绿色农业  和 生态农业  的发展模式。坚持 全园

生态  的原则, 把生态再生改良作为园区资源增值、招

商引资以及开发其他农业边际资源的有力措施, 改变以

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获得效益的局面。坚持利用先进

的环保设施、节水技术、节能技术、国际先进的园艺设

施, 提高园区的生产、生活、生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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