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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经网助力精准脱贫应用服务机制研究1

罗 曦，罗或珩，付芳婧

（贵州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近年来，如何顺应形势变化要求，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成为贵州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

精准扶贫的特点和要求，表明扶贫模式已从“小扶贫”向“大扶贫”转变，扶贫理念已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扶贫方式已由“漫灌”向“滴灌”转变。围绕“互联网+”和大数据战略行动，结合近年来贵州农经网助力精准脱

贫的实践，提出探索和建立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农经网应用服务机制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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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分析

1.1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乡村治理问题在全国各地频发，如食品安全、拆迁矛盾、环境治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教育和医疗条件亟需

改善，空心化、老年化问题严重等社会问题，始终困扰着乡村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取财富的机会迅速向城市聚集，

村民为追求财富进城务工，引发情感失连和村庄空心化下的信息失连，如今的乡村出现了财富失连、信息失连、情感失连“三

大失连”的现象，而且“三大失连”互为牵连恶性循环，乡村发展遇到巨大阻碍，乡村治理困难重重。如何破解新时期乡村治

理中的各种问题，是党和政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时代背景下，从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要提

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可通过乡村大数据技术收集与乡村治理有关的各种最新的适时变化的海量数据，在最短时间内对数据

进行整理、组织、分析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研判、预测，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参考数据和信息，从而客观准确、及

时快速地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响应村民的各种诉求，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服务能力的精准化、个性化。

1.2开展精准扶贫的必要手段

贵州是中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按照

国家扶贫标准，2016年底，贵州省还有农村贫困人口 502.2万人。全省 88个县（市、区）中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50个，

有 934 个贫困乡、9000 个贫困村。在国家确定的“11+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涉及贵州省的有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

石漠化区，共有 65个片区县，另有 5个天窗县，覆盖全省 85.3%的国土面积，91.2%的贫困人口、90.6%的贫困乡镇、92.1%的贫

困村、82.5%的民族乡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如何顺应

形势变化要求，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成为贵州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精准扶贫的特点和要求，表明扶贫模式已从

“小扶贫”向“大扶贫”转变，扶贫理念已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扶贫方式已由“漫灌”向“滴灌”转变。精准扶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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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并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

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精准脱贫。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首

要条件，在实际工作中精准识别往往有所欠缺，这是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但也是数据挖掘的意义所在。此外贫困对象精准

识别后，如何实现精准扶贫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致贫的原因千差万别，不同的贫苦类型要求不同的扶贫模式。要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利用大数据带来的快速、便捷和高效加快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2、贵州农经网的实践

2.1贵州农经网从“网”到“云”

2015年，贵州省委、省政府依托贵州农经网，部署实施了贵州农经云应用工程，贵州农经云成为全省“7+N”朵云之一。农

经云依托“云上贵州”系统平台，以贵州农经网为基础，以“数聚三农，云上乡村”为主题，建立连接省、市、县、乡、村五

级的“大数据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和覆盖千乡万村的“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形成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的农村现

代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深化“1应用 6服务”（即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农村科技服务、农业

园区信息服务、乡村旅游自助服务及便民综合服务），实现大数据与村域经济融合发展，带动农业营销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

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农经云应用工程按照“省级建设，分级应用”的原则，完成了 11 个系统迁云工作和相关数据集梳理上

架，建成贵州农经云服务平台。目前已基本建立起 1个基础数据库（农村资源数据库）和 4个专项数据库（农产品市场数据库、

涉农中小企业数据库、“三农”资讯信息数据库和农村科技信息数据库），汇聚各类数据 8000 万条；集成了大宗农产品交易、

农产品市场行情监测、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园区管理、乡村旅游自助服务等 11 个应用服务系统。农经云积极拓展线下服务，

开展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建设，按照“政府引导、部门参与、市场运营”的原则，以贵州农经网现有网络平台及延伸到县的

服务体系为主要载体，联合本地金融机构、运营企业联合开展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引入市场主体，

开展服务社建设和管理。服务社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联营协议，叠加代理第三方服务，为农民提供普惠金融、电子商务、便

民利民、气象防灾减灾、乡村旅游等综合服务，并取得第三方返回的扣点，实现服务社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助力村级集体

经济创收，帮助“空壳村”脱壳。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建设受到各级领导关注。孙志刚书记、省长先后到大数据村域经济服

务社考察，肯定了建设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孙志刚书记、省长对联合金融机构基于农户生产、消费等数据为农户提供授信、

贷款、支付等金融服务，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思路和做法给予肯定，要求继续大胆尝试。

2.2农经网助力精准脱贫的经验启示

贵州农经网是省委、省政府为促进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而建立的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由省政府主办、省气象局承办，

涉农部门联办，建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为召集人的联席会议制度。经过 17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政府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

工具、“三农”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企业宣传推广产品的最佳媒介和各部门交换共享涉农信息的重要平台。贵州省气象局作

为云长单位组织建设的“农经云”是贵州农经网从农经信息展示平台向“资讯服务与商务运营相结合模式”升级转变的云平台，

以覆盖全省的村级信息服务社（站）为支撑，集聚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农民经济活动数据，开展大数据金融、农村电商、气

象防灾减灾、便民服务和农业科技服务，以“大数据+金融+扶贫”模式而构建的农村综合服务云平台。贵州农经网探索了大数

据助力村域经济扶贫的“贵州模式”。通过“线上（农经云平台）+线下（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服务相结合模式，探索了

大数据助力村域经济发展的“贵州模式”。一是建设覆盖全省农村的“三农综合服务体系”。建成了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运

营管理系统并迁移至云上贵州，对农村基础信息、农户生产、消费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应用，联合银行更加精准地为农户提供授

信、贷款、支付等金融服务，创建服务全体村民、助农增收致富的新型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农业农村发展。二是按照“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营”的原则建设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以贵州农经网“农经云”信息平台为引导，金融机构、保险机

构、市场运营主体共同参与，全省累计带动相关项目投入 1.3 亿元。三是通过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运营，盘活村集体闲置资

源，引导和带动村级集体经济有经营收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破壳而出。四是开展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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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培训，带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提升农民素质能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目前全省累计培训 2600人，带

动就业 800 人。进一步做好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的建设和运营，利用“农经云”全面汇聚农业农村相关数据和各部门为农服

务资源，对各类数据深入挖掘分析，为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提供有针对性的大数据应用服务产品，如农村金融大数据报告、

农产品市场大数据报告、乡村旅游大数据报告、农业园区大数据报告。通过平台的建设和应用，着力构建“互联网+”农村现代

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大数据与村域经济融合发展，带动农业营销方式、农村社会管理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助力精准脱贫。

3、对策建议

3.1思路和策略

一要坚持需求引领、服务带动，着眼于贵州乡村发展的特点和实际，以应用和服务为根本，关注党委政府决策和指导农村

工作的实际需要，融入全省精准扶贫，关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和“多彩贵州•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要求，关注农民生

产生活的实际需求，促进互联网与乡村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围绕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和农村消费做好全过程跟踪与服务，

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服务带动乡村发展。二要坚持整合资源、科学推进，以现有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成果为基础，逐步整合

现有涉农信息化工程数据资源和服务体系，统筹使用各涉农信息化工程投入的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政

府主导、部门联合、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格局，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三要坚持创新机制、长效发展，探索建立政

府主导和市场引导并重、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并行的服务机制，坚持公益性建设服务和市场化推动发展两轮驱动，鼓励各

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大型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农经云建设，充分借助外力，实现互惠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3.2目标和任务

建成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覆盖全省乡村的综合服务平台，形成集乡村大数据采集汇聚、存储处理、

加工分析、应用服务等为一体的全信息链，实现“互联网+”乡村事务管理、农村普惠金融、农村集买集卖、农业产业扶植、乡

村旅游自助等全方位综合服务，“云上乡村”新生态初步形成，乡村大数据应用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

明显提升，“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助推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精准脱贫发挥引擎作用。一要推进“云上

乡村”公共服务，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创新农村事务管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技推广、普惠金融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和各项便民服务。如：创新基于互联网的村务管理方式，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农村文化教

育事业，提供基于互联网的农村科技服务，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农村金融业务，开展基于互联网的乡村便民利民服务等。二要推

进“云上乡村”商贸流通，发挥互联网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加快互联网与农村流通产业的深度融合，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农村商贸集买集卖和集配集送，提高农村商贸流通效率，推动网货下乡和黔货出山、山货出黔，提升乡

村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重塑农村经济产业链。包括：加快建设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乡村现代物流体系，推动网货下行的

集采集配以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用品直接到村的采集和送达，推动农货上行的品牌打造以实现贵州农特产品重塑品牌

直接出山，促进农村商贸流通领域的创业就业等。三要开展“云上乡村”精准扶贫，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扶贫的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创建具有贵州特色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如：建立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准扶贫管理

体系，实现扶贫工作的精准管理、决策支持和精细服务网络化运行；开展农村电商扶贫工作，推动农村电商服务站向贫困地区

延伸，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网上销售，鼓励贫困人口参与电子商务创业等。四要发展“互联网+”山地高效农业，推进互

联网与山地农业的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水平，构建具有贵州山区特色的现代山地高效农业互联

网生态，实现从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到消费的全过程跟踪与服务，引领农业转型升级。包括建立农业综合管理平台和农业物

联网系统，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远程诊断的应用等。五要发展“云

上乡村”旅游产业，充分发挥贵州自然生态良好、民族文化丰富、村寨旅游资源数量多且分布广的优势，围绕“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旅游信息化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带动村民致富，打造贵州乡村旅游升级版。如：建

立集网站、手机 APP、微信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实现 100%乡村旅游景点和农家乐全部应用；制定乡村旅游电子

商务服务标准体系，包括乡村旅游数据标准和信息上网规范、乡村旅游电子商务服务规范等；推进智慧“农家乐”建设，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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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农家”电子商务品牌，培育“农家乐”全部实现电商销售。

3.3配套措施

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将农经网助力精准脱贫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工作部署，争取重点项目立项建设。争取地方政府出台

激励政策，对积极参与的单位或企业给予后补助奖励，让农村互联网创业人员按规定享受各项优惠待遇。二是建立多元投资机

制，建立各级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投入相结合的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整合各部门涉农信息化工程投入资

金，加大对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投入力度。加大引导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农业农村信息化相关投资基金，鼓励互联网企业、金融机

构等通过融资方式投入建设。三是强化人才队伍支撑保障，以现有农村信息化工程信息员队伍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员队

伍，建立覆盖全省基层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产品贸易市场、乡村旅游景区和农家乐的互联

网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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