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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我国由

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1]。近年来，我国

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并连续5年内都相继发布关

于数字乡村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深入推进“互联网

+农业”“互联网+农产品”、智慧农业等数字农业的

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阳谷县紧

跟时代步伐，抢抓时代机遇，以数字农业发展为核心

抓手，加快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助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把数字农业已渗入

农业生产、流通、服务、消费等各个环节，深入推动

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助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农业高质量发展[2]。

1　阳谷县数字农业发展现状

1.1　着力打造农产品电商平台

积极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电商主体，着力打造

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平台，一是树立镇村品牌，率先

打造了安乐镇、十五里园镇等电商小镇，优先打造成

侨润街道国庄村粉条、十五里园镇赵洼村谷姐杂粮和

高庙王镇高庙王村先运辣椒等农产品电商示范村。比

如，山东乾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集农产品电商

销售和农民电商培训为一体的专业公司，现拥有电商

销售服务人员1000余人，自营云仓面积约36亩。利用

“乾者助农”共享云仓平台电子商务技术对分散各地

的特色农产品供求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通过与当地

加盟商精准对接，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服务

网点，实施智能采购、分拣、配送、销售一条龙服

务，打通农产品出村最先一公里，助推电子商务进农

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二

是充分利用依托的平台，依托益农信息社和全县邮政

村级便民服务站，组织开展了网上销售、网上代购

等各项便民服务，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基本实现

农村电商与农村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覆盖80%以上

的行政村。先后代理线上销售阳谷国庄村粉条，价值

200余万元，前杨村映霜红桃子30吨，高庙王村紫麦

面粉25吨，翟庄村日均杂粮包15 000单，莘县朝城镇

山药豆170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为储备

更多的电商专业人才，推进项目快速发展，先后会

同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农商行等部门举办电

商培训班15期，累计为2000余名农村青年进行电商创

业辅导，提供线上创业机会，并给予选品、分拣、派

发等“一件代发”服务支持。据初步统计，该公司劳

务专业合作社配合线上业务，为社员提供线下就业岗

位100余个，实现社员人均月增收4000余元。三是加

强员工培训，同时依托阳谷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做好

与阿里巴巴淘宝大学的合作，在阳谷县电子商务产业

园建设县级淘宝大学培训基地，建立了农村电子商务

培训实践教育和转化机制，结合全县产业特色和电商

发展现状，对基层干部、合作社员、农村创业就业人

员、转型企业，贫困群体等开展了电商理念、技能方

法和高技能人才等不同层次培训，为农村电商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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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才支撑[2]。

1.2　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阳谷县加大水肥一体化发展力度，自

2017年以来，全县新增水肥一体化55 459.36亩，其中

果树6880.9亩，蔬菜38 414亩，粮食作物3027亩，其

他作物7138亩，初步形成了全县农业节水、减肥的新

潮流，使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成了集成数字农业的

一个缩影。比如阳谷苹安耶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3月按照国际一流的现代苹果种植模式，建设

了3000亩生态果园标准化示范基地。该基地引进以色

列耐特菲姆灌溉设备及全自动集成控制系统，实现智

能化控制，定时定量精准施肥，具有“四省一优一

早”（即省水、省肥、省地、省力、品质优、结果

早）的特点。同时配备了土壤墒情监测系统，根据土

壤水势、紫外辐射、光照强度、大气温湿度、风速风

向等情况，判断作物耕层土壤中含水量多寡，及时了

解土壤墒情变化，既可以有效避免干旱的发生，降低

危害损失，同时对于开展精细化的农业灌溉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为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工作的开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3-4]。最终实现比传统种植模式省水60%、

省肥70%，节省土地80%，节省劳动力90%，亩产是

传统果园的3-4倍。

1.3　建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为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2015年阳谷县以

整建制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为契机，将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作为创建目标任务，建立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初步将重点蔬菜生产基地、合作社和

“三品一标”认证企业纳入追溯监管平台。目前全县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已初具规模，建成1个县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18个乡镇监管追溯平台、

77个农（畜、水）产品生产基地示范追溯网点和60个

农资追溯网点。通过物联网监管追溯，实现了省、

市、县三级监管追溯平台有效对接，农业投入品纳入

可追溯的信息化监管范围，农残检测数据也全部实现

实时上传，达到“从基地到市场”全程监控[5]。通过

可追溯体系的推广和应用，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确保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中合格率达到

99.5%以上。

1.4　着力推广应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应用是全面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成了数字农业的

一个缩影。阳谷县通过采取“摸清底子、搭建平台、

重点突破、购买服务”等举措，积极探索并实施合格

证推行工作，利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系统，全面

推行食用农产品二维码电子合格证[6]。阳谷县阎楼镇

梅林渡家庭农场总占地56亩，总投资280万元。秉持

“善待土地、和谐发展”的自然农耕精神，种植过程

全程监控，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农产品，并

组建可追溯体系系统，所有产品在销售前全部粘贴食

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尤其是在西瓜的销售上，做到

每个西瓜都粘贴电子合格证。用上合格证后，一是提

高了农产品在同一柜台被曝光的频次，消费者更放心

地去采购贴有合格证的农产品，同时消费者购买后或

多或少的会在朋友圈晒图，或者送朋友等，让没有直

接购买过的潜在消费者知道购买渠道和种植产地，从

而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大大提高了该农场农产品

的销售量，同时提升了企业知名度，给企业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二是让生产经营户在实际行动上约束自

己，保障农产品安全，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目前已为梅林渡农场、苹安耶果、东大生态、

阳谷朝天椒、风华杂粮、景阳冈韭菜、聊城创新畜禽

养殖等40家生产主体，印发了具有各自企业特色的电

子合格证200万个，附带合格证上市的农产品48 028.9

吨。电子合格证是农产品的身份证，是生产者的承诺

书，更是质量安全的新名片，可以把电子合格证粘贴

在农产品最小的包装上，也可以直接粘贴在西瓜、香

瓜产品等上，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合格证的二维码，

就能展示生产者的信息、企业的形象、产品的质量、

管理的措施以及质量的承诺，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档

次、质量认可程度和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能够进

一步压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提高生产者的自律意

识和产品形象，实现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有效衔接，

全面提升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1.5　积极发展智慧农业

重点围绕特色粮经、园艺、畜牧、水产等产

品，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着力打造智慧农业，推进数字技术集成应

用，建设一批智慧农业应用基地，推动农业全产业

链改造升级。目前，全县拥有山东省智能牧场和山

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3家，分别为山东凤祥股份

有限公司、聊城创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聊城新好农

牧有限公司。另外，建成的智慧畜牧监管信息平台着

时推动了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

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技术在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中的

应用，“智慧畜牧阳谷模式”得到农业农村部高度认

可，入选全国基层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乡村振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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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同时阳谷苹安耶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果

园和凤祥智慧养鸡场也入选《山东省智慧农业典型案

例汇编》。今年，又新引导培育阳谷闫楼镇梅林渡家

庭农场智慧农业应用基地1处，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发

展，力争形成一批在全省可复制可推广的阳谷智慧农

业应用经验模式。

1.6　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按照“六有”标准（有场所、有人员、有设

备、有宽带、有网页和有持续运营能力），阳谷县

利用2019-2020年两年的时间，在全县所有行政村

开展益农信息社建设，共建成中心站1个，标准站86

个，专业站297个，简易站432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97.14%，基本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实现全县广大农

民群众享受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体

验服务不出村，并与国家、省、市信息进村入户公益

平台对接，“政府+运营商+服务商”三位一体的推进

机制进一步完善，有效解决信息进村入户“最后一公

里”难题，加快“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进程[7]。

1.7　创新构建病虫害智能化监测体系

面对粮食作物生产受到较大新发病虫威胁，阳

谷县构建了农作物病虫害智能化监测体系。在阳谷苹

安耶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成智能化监测点1处，

在寿张镇辛庄村建立高空测报灯监测点1处，每个乡

镇均建立了草地贪夜蛾性诱监测点2处，都安装配备

了相关的监测设备，做到全县病虫害监测预警全覆

盖。通过物联网，实现了与省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

分析预警中心平台相连接，数据实时上传。病虫害智

能化监测体系的建成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对农业有

害生物的监测、预警、应急、防控能力，做到了病虫

害及时预警，精准防控，对于指导农民进行病虫害防

治、保障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

作用[8]。

2　存在问题

2.1　水肥一体化应用水平相对不高

因数字农业自身具有的生产高度规模化、专业

化、企业化，具有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教育、

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等特点，再加上当前水肥一

体化数字农业设备对规模化要求相对较高，建设投资

较大，只有在一些与工商资本关联密切的实体中发展

较快，应用相对较高。面对成千上万的小农户，造成

全县数字农业在水肥一体化上应用相对不足，形成实

际应用障碍。

2.2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全面推广难度较大

目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农产品产地准出工作

已有序开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求销售商

提供产地证明或其他相关合格证明，没有形成市场倒

逼机制，造成产地准出及市场准入衔接存有缝隙，部

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同时由于生产主体点多面广，

难以全覆盖，合格证的使用并没有给农产品生产者带

来经济效益上的提升，造成生产者使用积极性受阻。

2.3　农村电商环境有待改善

农村电商所需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小型

电商起步资金较低，想要把电商做大并推广的话，需

要大额的资金，所以电商在推广过程中，资金问题就

成了一项很大的阻碍。目前农村居民教育水平偏低，

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所以不能很好地使用电商项

目。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在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

中，对产品的包装规范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目前部分

地区的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导致产品质量差异较大，

从而很难达到某些交易要求。

2.4　病虫害智能化监测相对薄弱

按照省农业农村部门规划，按10万亩建设1处

病虫害智能化监测点较为合适，以全县108万亩耕地

计，全县需要建设10处病虫害智能化监测点，而受资

金限制全县目前仅建成1处智能化监测点，覆盖面不

广，代表性相对不强，影响了病虫测报的准确性，不

利于增强防治病虫害的预见性和计划性。

2.5　多数主体建设智慧农业积极性不高

当前阳谷县智慧农业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由

于当前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普遍缺少专

业人才，大都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对智慧农业的智能

化、数据化等概念理解认知不全。另外再加上智慧农

业实施成本高，前期投入资金较大，市场利润相对较

低，仅单个设备产品便要投入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面对较高的资金投入，有的基地仅仅投入简单的传输

与显示设备，其他配套设施尚未配全，这就造成了与

现代农业融合深度不够，不能解决农业实际问题。

3　对策

3.1　加强水肥一体化技术研发

水肥一体化与气象、水文、土壤、墒情等多种

农业生产要素关联性较强，必须密切“产学研”结

合，根据当前耕地使用现状，因地制宜，建设个性

化、针对性强、成本低廉、简易可操作性的小农户

数字集成系统。同时要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耕地集

约化、规模化应用，有利于平摊生产成本，实现更

高收益。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节水、节肥、节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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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增产、环保和改善农产品品质等优点。对阳谷县

水肥一体化示范田进行效益分析和测产后发现，使用

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后，用工数减少60%，化肥使用

量比原来减少20%，灌溉用水量减少50%，平均每亩

可增产480斤，节本增收可达32.3%，增产幅度在30%

以上，增产增收效果非常明显。为保障技术的顺利推

广，阳谷县县农业农村局组成技术服务队，专门为建

立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农民在设备采购、安装、调

试和测土配方施肥及软管回收方面提供服务指导。有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和政府的服务保障，把水肥一体化

技术推广到了每个村屯。

3.2　强化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监管和引导

通过监管平台的使用，对农产品生产主体的合

格证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充分发挥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使用的有效性。积极争取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

对基地、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对按要求使用合格证的

生产主体进行表扬和奖励，对不按要求使用或应用的

生产主体进行批评教育、积极引导，对屡教不改的生

产主体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同时加强学习培训

和指导，充分了解生产主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需求，从而方便生产主体的便捷使用。

3.3　优化农村电商环境

积极争取农村电商发展的扶持政策，充分利用

好省市县关于农村电商的优惠政策，对于在阳谷县内

注册和经营，通过电商渠道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的电

商企业、电商站点和优秀的个人网商、专业合作社、

有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新电商企业等给予一定的政策

倾斜，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阳

谷县乡村振兴和农村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3.4　强化病虫害智能化监测建设

进一步加大省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合理布

局，织密全县病虫害智能化监测点，增加监测预警覆

盖面，全面提升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综合防控能

力水平[9]，有效控制病虫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3.5　加大对智慧农业建设政策性补贴

大力培养农业信息化专业人才，健全智慧农业

支持政策，对智慧农业技术产品和应用主体给予政策

性资金补贴；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支持有实力

的企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到智慧农业体系建设

中来；同时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智慧农业发

展成本。

4　结束语

数字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也

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技术支撑[10]。随

着“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

全产业链将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数字化

技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为农业带来了更

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其具体的应用场景包括农业种

植、畜牧养殖、水产渔业、数字农业农村等方面。阳

谷县应加快推进数字农业建设，完善农业产业体系建

设，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动全县农业走向规

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综上所述，发展数

字农业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已成为时代

变革的必然趋势，但受限于目前农村实际，要实现农

业高质量发展仍须要精准把脉、科学施策，进一步推

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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