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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基于目前玉溪市农业信息化发展

现况，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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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在农村发

展农业信息化可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素质，让更

多的农民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玉溪市 8县 1区中，地区差异较大，红塔区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程度要比其

他县区高出很多。其他 8县区中山区较多，大多数村民信息化意识淡薄，知识老化，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还

是以传统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很少有人会操作电脑，大多数人认为电脑就是让家中孩子玩游戏的，还没有认识

到信息化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农村更要加强推进农业信息化的建设。针对玉溪市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

对策及建议。

1 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建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依托县农业部门成立县级信息服务中心，乡镇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或依托涉农机构成立乡镇级信息

服务站;在经济条件较好，对农业信息有较强需求的乡村，可以依托当地村委会、涉农企业及团体组织成立村级

信息服务点，建立较为完善的县、乡镇、村三级信息服务组织。农业信息服务组织提供的信息要涉及到有关当

地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市场情况、产品供求等信息。同时，还要向当地农民免费提供一些技术培训、网上信息

查询与发布等服务，让当地农民可以直接向当地服务反馈信息需求。其次，对各级农业信息服务站配备一定的

专用技术人员，使其能专职从事当地农村信息服务，包括当地农民、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信息服务

的范围可以在以农业科技、市场信息为主的情况下，逐步拓展到当地的惠农政策宣传、农业相关补贴，甚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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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纠纷等处理;第三，当地政府部门要重视并积极推动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并能够整合多部门资源，在政策方面、

办公场所及资金投人方面能给予支持和优惠。有专项资金用于基层信息服务中心的日常网络维护与管理，加强

对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及示范基地的建设。

2 强化与当地农业院校、涉农科研所等的合作，加强基层农业信息技术人才的

培训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基层农业信息技术人才的培训力度，可以与当地的农业院校及农业部门的科研所等进行

联姻，农业院校及涉农科研所具有能提供信息服务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优势，可以将玉溪市的涉农部门的技术人

员与校内不同专业的专家组合成农业信息服务团，为玉溪市不同县区的农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民提供技术和

信息咨询服务。并能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地理环境等，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引进市场前景好、又

适于当地种植或养殖的品种以及生产技术，适当开展一些适合当地农民的技能培训，增强当地的生产优势，增

强当地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引进有文化、有技术、有热情的大学生进人基层

农业信息服务领域，如，当前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适当开展一些农业信息培训班等，提高农民对农业信息

的认识及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3 加强对农村农业信息化的普及及宣传，提高农民对信息化的认识

充分利用电视、电话、广播、报纸、农业培训等各种低成本的传播渠道，加强农业信息化的服务工作。可

以在玉溪市经济较发达的乡镇，建立农业信息化示范试验基地，再逐步向其他乡镇的农村推广。同时，加大对

农村中的村干部、中青年的技术培训力度。通过专家技术人员的详细讲解及示范，加强对农业信息化的宣传力

度，改变农民对农业信息化的片面认识，让农民认识到网络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能改变当前农民由

被动接受信息到主动收集信息。结合实际，制定出宣传方案，宣传内容围绕农业信息化建设对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作用来展开，提高涉农企业和广大农户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引导和培养农民主动收集和接受信息。

4 重视农业信息网络和农业信息系统的建设

农业信息网络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工具，所以，首先要建设规范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统一规划，各

县区要建立农业信息中心，使市农业信息中心与各县区能够实现信息互联互播。要完善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

提高农业信息的时效性，增强获取和发布农业信息的能力。

5 加快适应农业信息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市农业信息化技术人员相对缺乏，制约着农村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所以，一方面加大培养农村农

业信息技术人员，多培训既懂农业知识又能够掌握现代科技知识、能熟练操作计算机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另一

方面，加强对乡镇级、村级农业信息服务站的管理，能够确保每一个服务站都有固定的服务点，并配有专职技

术人员能为当地农民提供信息服务，使基层信息服务站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摆设。可以由市级或县级

建立激励机制，并提供资金支持，基层创造良好条件，吸引大专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的学生或大学生“村官”到

基层信息服务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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