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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涉农信息管理系统现状研究与对策建议

——以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为例

陈文静
*1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2017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 改革”两大板块来谋篇布局，这是我国

连续 14 年聚焦“三农”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互联网+农业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提出了挑战，这其中就包含了农业信息化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基层农业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简述了基层涉农信息管理系统的现状，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

太龙镇农村农业信息系统的调查研究，对基层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现状、重要性、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

析，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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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我国 GDP 总

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 GDP 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中国是人口和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无论是依赖物联

网技术、互联网技术还是国家数据库，这都需要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我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正在向农业领域渗透，“互联网+农业”正被我们所熟悉。现实的农业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已使农

民在生产发展、经济增收领域收益匪浅，各地政府机构都在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网络的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信息

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情况相对落后。

2 基层涉农信息系统建设的现实意义

2.1 基层涉农系统的概念建构

农业信息化资源是指通过科技、政策与经济等多种手段对农业资源、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服务与监管过程中获得的规划、

测量、控制、协调、服务等一系列数据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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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涉农系统的现实意义

2.2.1 互联网+ 农业助推农业现代化。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农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当今信息技术、互联网和以

互联网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物联网，都需要以信息系统为媒介进行衔接。加快重庆市农村农业的信息系统改造升级，对于农业

现代化意义重大。

2.2.2 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信息系统的建设使信息公开透明，方便消费者及时表明自己的需求；政府可以收到来自

农民最真实的数据信息；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顺应了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潮流。

3 基层涉农信息系统的运行现状

3.1 重庆万州区太龙镇基层涉农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3.1.1 基层涉农系统建设分层明显，农民受益面窄。通过调研重庆市、重庆市万州区和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农业农村信息

系统会得出明显的结论，市区镇关于信息系统的建设呈很明显的梯形分布。市的信息系统建设比区级信息系统好，区级信息系

统又比镇级信息系统要好。农村基层政府作为我国行政体系的末梢，直接触及我国 7 亿农民。现实情况却是农民和现代农业在

发展中存在严重脱节。

3.1.2 基层队伍建设技术人才匮乏。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相比大城市留住人才的吸引力太低。对于那些留在基层的公

务人员，他们大都年龄偏大，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于接收新知识有一定的抗拒性，知识更新难度大。

3.1.3 涉农系统利用率低，相应价值有待发掘。身处大数据时代，农业信息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中与农

业息息相关的农民，他们由于文化等因素对于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率极低。

3.2 信息系统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2.1 基层政府重视力度不够。对于有些政府领导而言，基层政府网站只是一个形式，对于互联网+ 农业并没有一个清晰

深刻的认识。加上政府财经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使得基层涉农系统的建设不足。

3.2.2 涉农队伍建设滞后。留在农村基层一线的人才很少，部分管理人员信息化知识缺乏，不能跟上现今网络信息技术的

步伐。使得大量可利用的信息资源停在低水平的开发状态。对信息系统的相关建设、维护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3.2.3 网站建设缺乏针对性。政府门户网站大都千篇一律，应该考虑各自地方的特色，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浏览人群设

计出具备自身特色的网站。例如万州区太龙镇特色产品就是万州古红橘、榨菜等。可以以此设计出主体窗口，对生产商形成吸

引力。3.2.4 涉农信息针对性不强，无法把握前沿动态。虽说目前很多基层政府有办公电脑和相关门户网站，但进去之后发现

许多网站信息过于陈旧，缺乏交互性，信息严重滞后，很少更新内容。空站和死站的情况并不少见。

4 基层涉农系统建设的相关建议

4.1 强化政府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明确政府对基层涉农信息系统的认识。使得广大农民能够在政府的带领下结合信息技术，共同为现代农业

的发展而做出贡献。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加强相关绩效考核、鼓励民众参与，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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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涉农人才队伍建设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业的主体和人才的保障方面，给予了相当篇幅的关注，要求大力培育乡村专业人才和工匠。这同

样适合基层涉农信息系统的建设，应该鼓励让既懂技术又懂农村实际情况的人才返乡创业，发挥聪明才智。

4.3 建立农业数据库，注重数据的收集整理

农业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太龙镇政府和农业局应不断优化升级农业信息系统，重视数据的收集处理，

政府还应该制定法律法规来对信息的真实、可靠和及时进行规范。

4.4 增加网页模板

以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农村农业信息系统为例，可增加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模块；增加太龙镇的农村基层一线模

块，让投资者了解太龙镇的情况，吸引投资；增加聚农 e 购这一模块，未来农村电商发展势必势如破竹，这有助于万州区农副

产品的出售。

5 结语

基层涉农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农村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信息化是时

代潮流，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国际视野看待我国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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