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四大工程 推进数字强农

———贵阳贵安加快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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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贵阳贵安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相关重要决策部署，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

三大战略行动，突出稳粮、保供、优

种、活市、联工“五个关键” ，充分

发挥数据生产要素作用，解放和发

展数字化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信

息化建设，探索数字化赋能农业农

村改革， 建设智慧农业示范试点，

有序完成各项工作。

从 2023年到 2025 年， 贵阳

贵安将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奋力推进“强省会”行动，围绕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555544” 工作

思路，进一步探索农业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遥感技术等现代

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 加工

流通、市场销售、安全追溯、远程

管理等关键环节的融合应用，逐

步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

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水

平， 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

型。未来，贵阳贵安将持续聚焦四

大工程，大力推进数字农业发展，

奋力在乡村振兴开新局上走前

列、作表率。

发展智慧种业。 健全市场监测数字化预

警体系， 构建种子市场价格监测网络， 做好

主要农作物及特色优势农作物种子“产、供、

需” 信息收集、分析预测与发布。 建设种业线

上“数字地展” ，记录田间生产数据、采集试

种商品性状， 建立种苗数字档案、 实时展示

试种情况，打造永不落幕的品种展示会。

发展智慧农田。 用好全国农田建设监测

监管平台，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实施、验收、

使用等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 对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实行“图斑化” 管理，实现有据可

查、全程监控、精准管理、资源共享。按照全国

工作平台和数据库的规范要求， 开展第三次

土壤普查数据、图件和文字等数据库建设。

发展智慧种植。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推

进修文猕猴桃、花溪草莓、开阳黄桃等优势产

业申报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推动探索

重点品种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助力培育数字

农业企业。 充分利用第三次土地调查、耕地质

量监测评估数据，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将

植保无人机等智能农机具加入农机购置补贴

范围，进一步增强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服务作

业能力。 开展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

统集成运用，建设“无人农场”试点。

发展智慧畜牧。 支持农业企业、规模生

产经营主体实施数字化改造，建设智慧农场

管理系统，建立数据驱动的生产经营管理方

式。 在规模化养殖场推进应用环境测控、生

长监测、精准饲喂、粪污处理、空

气过滤等设备， 建设一批高度智

能化的数字养殖场。

发展智慧渔业。推进白云区罗

家寨等生态设施渔业基地建设，鼓

励 5G、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应用到渔业养殖。 推进应用水体环境

实时监控、饵料精准投喂、病害监测预

警、 循环水与尾水装备控制等数字技术、

设施设备，提升自动预警、水质在线调控等

养殖全程智能化水平。 建设贵阳市渔政执法

指挥系统，实现重点水域全天候监测监控，提

升水生生物保护和渔政执法监管工作智能化

水平，保护渔业资源。

■

实施生产智能化工程

深化农产品电商发展。 深入实施“互

联网 +”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支持农业

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种养殖

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

过网络销售区域特色农产品， 扩大农村

电商覆盖面。 与京东集团开展深度合作，

依托京东集团产业推广和品牌营销能

力，提升“京东·修文农特产馆 ” 运营管

理水平，建设“京东生鲜村 ” ，合力打造

修文猕猴桃等区域公用品牌。 推进与抖

音、一码游贵州等平台的合作，探索推广

“直播 + 农文旅”“直播 + 农产品” 等模

式，择优推介一批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广运用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和贵州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动全市登记

在册并正常运行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规模种养殖户全部纳入平

台监管。 鼓励生产主体依托平台建立电子

生产档案，实现信息化记录，推进生产记

录便捷化、电子化。规范巡查检查流程，运

用平台“基地巡查” 功能全程信息化记录

巡查检查过程，实现信息化统计调度。

推进产地数据采集与智能加工。 抢

抓国家、 省关于全面推进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的政策机遇， 鼓励农产

品产地专业市场、 农产品仓储物流企业

开展数字化改造， 在产地冷藏冷冻保鲜

库上应用传感器、自动终端等数字化设

备，补齐农产品产地仓储信息采集短

板，助推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产品全

链条智能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农

产品智能加工，推广应用智能分

拣、无损检测、包装机器人等自

动化设备，建设粮油、生鲜产品

处理等“智能加工车间” 。

■

实施经营网络化工程

今年，贵州溪云数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实施的花溪区数字农业

建设项目，采用信息化集成管理模

式，从培养基原材料搅拌、瓶装、高

温灭菌到食用菌接种、催蕾、出菇、

包装等， 全过程均采用自动化生

产线，实现蘑菇生产从原材料入

库、菌种培养、菌瓶培养、菇培

养到采摘分选包装的全过程数

字化管理， 助力贵阳实现全自

动化养菇“零” 的突破。

该项目于今年 2 月投产，

满产后日产食用菌可达 45 吨，

年产食用菌 1.5 万吨。 目前，主营

生产真姬菇（蟹味菇、白玉菇）、鹿

茸菇两种品类的食用菌。

项目生产使用国内外先进的

自动化设备，对食用菌生长环境及

生长过程进行全程标准化、智能化

控制， 并采用国际先进的食用菌

液、固体菌种栽培应用技术，实现

食用菌全流程生产和自动化操作。

同时，企业采用智能化 PLC 控制系

统， 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 了解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情况，

保证生产高效顺利进行。

数字化农场

为猕猴桃提供“数字ID”

今年 ， 贵阳市与京东集团

开展深入合作， 修文县被选为

京东集团助推乡村振兴的首个

落地县域 ，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 位于六桶镇坪山村的修文

向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猕猴

桃种植基地将被打造为“修文猕

猴桃京东农场示范基地” ； 位于

谷堡镇平滩村的万亩连片猕猴

桃种植基地将以京东农场模式

为基础 ，打造品牌化、高标准、特

色鲜明的“修文猕猴桃京东生鲜

村 ” ， 两地的数字化建设均于 3

月启动。

两个合作 基地 将按 照 京东

生产管理标准 ， 借助京东农场

“谷语 ” 系统实现标准化生产管

理。 “谷语 ” 系统依托物联网、

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技术 ，可对

基地实现“空 、天 、地 ” 一体

化监测管理， 实现数据监测

预警、决策辅助、展示共享等

功能。 项目数字化建设还将

应用物联网技术 ， 实现透明

化生产管理和全过程质量追

溯 ， 构建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

信任机制 ，提升产品市场营销能

力。 同时，通过分布在基地内的

智能设备 ， 可对农作物种植面

积 、品种、农药残留等各项数据

进行实时收集，形成每个猕猴桃

的“数字 ID” 。

全自动化养菇

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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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服务在线化工程

■

推进信息精准服务。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线上监测评估与动态管理，推广合作社

财会电算化应用，智能推送政策、气象、市场、

农机等信息，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细化

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持续推动 “贵商易”

平台的注册使用全覆盖，确保各项农业惠企

政策“应知尽知、应晓尽晓、应兑尽兑” 。

发展农村普惠数字金融。 推动贵阳贵

安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与银行保险

机构之间依法共享数据，进一步拓宽金融支

农渠道、提升金融支农效率。 深化与浙江网

商银行试点合作，推进部分非涉密数据的共

享开放利用， 开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鼓励保险机构探索利用互联网、远程视频等

技术，开展农业保险的线上承保理赔。

创新农村人才培训就业模式。 深化

“农村实用人才认定系统” 设计，统筹各部

门农业农村人口信息数据， 建立贵阳贵安

农村人才数据库， 融通各部门的培训资

源、就业信息、劳动力信息、专技人才信

息等，搭建集人才培训 、农村群众

就业、农技服务、农产品营销等于

一体的全要素人才工作数据化

管理平台， 精准化匹配农民技

能培训需求信息， 规范化开展

劳动力就业市场推介 ， 有效促

进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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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数据化工程

■

推进农业大数据建设应用。 建设贵阳

贵安乡村振兴创新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农

业数据资源目录，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成果为基础，全面接入贵阳贵安“三农”

工作系统部门数据，整合市直部门涉农数

据资源， 构建全市农业农村基础数据库，

搭建支撑“三农” 综合信息服务和应用的

基础底座。

� � � � 推进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建

设。 将重点蔬菜保供基地、养殖场、屠宰

场接入视频监控系统， 实时远程调度生

产经营情况。 试点运用遥感、 无人机航

拍、全景智能监测等技术 ，对农事用火 、

土地种植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提升预警

处置能力。

加强农村资源要素信息化管理。 按照

“一地试点、全市共享” 原则，推广应用息

烽宅基地、土地承包地延包三十年改革试

点成果。 继续推进开阳县、清镇市试点运

用“黔农 E 村” 智慧乡村数字服务平台，

提升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管理、农村集

体产权管理、财务报账数字化水平。 升级

改造“村村 ” APP，建设闲置农房盘活平

台，推动闲置农房资源利用最大化，实现

资源、信息、服务的共建、共享、共用。

推进数据共享开放利用。 充分发挥数

据要素价值，加强政府与市场协作，引导

各类社会主体开拓农业农村大数据

应用场景， 提升数据资源利用水平。

打造一批大数据服务产品， 充分发挥大

数据在生产管理、市场营销、金融保险、信

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与贵阳农商银行开

展试点合作，推进养殖、防疫、保险、金融、

监管、物流、屠宰、销售数据的互联互通，

共同打造以“区块链 + 活体抵押” 为核心

的数字应用场景。

▲俯 瞰 花 溪 区

数字农业建设项目。

开阳县楠木渡蔬菜种植基地。

▲位于修文县六桶

镇坪山村的“京东农场”

项目配备了自动水肥浇

灌系统。

▲在 花溪 区 数

字农业建设项目厂

区，升降机将接种后的

食用菌移至培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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