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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增添乡村振兴动能 

吴冈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射阳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全县有耕地面积 180 万亩，乡村人口 50.68 万，初步形成“南经、北蒜、东渔、西粮、中

蔬菜”的空间布局。近年来，射阳县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抓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在全县农

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中推广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相关技术成果己广泛应用到菊花种植、水

产养殖、畜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诸多领域。 

射阳智慧农业主要特点 

高科技应用逐步推广。以高效设施农业为轴心，一批单个体量大、技术水平高的示范基地逐渐发挥作用。鹤乡菊海育苗中

心投入 150 多万元建成日光温室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可实时查看室内的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环境参数，并远程自动开启通

风、灌溉等设备，达到精准生产、精确管理。中农国业借鉴以色列水肥一体机技术，自行研发水肥一体化成套设备，向农民展

示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提供新装备，今年投入近千万元打造“互联网+农业创意+电商平台”现代农业服务中心。 

示范规模逐年扩大。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35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推

动智慧农业示范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全县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领域共建成智慧农业示范点

39个，应用面积达到 1万亩，其中大田作物应用点 5个，设施园艺应用点 10个，畜禽养殖应用点 19个，水产养殖应用点 5个。

智慧农业应用正从水产、畜禽养殖向设施园艺、大田作物、农机精准作业等方向拓展。 

比较效益逐渐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及其他各项成本的不断增高，如何控制成本、实现高效益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关注

点。江苏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食用菌控制系统，自动采集调控菌室库温度、湿度、光照和氧气等因子，人工成本降低

12%，电费成本降低 30%,产量提高 30%，成品率达到 90%。富利生态养殖有限公司采用荷兰环控系统、比利时喂料系统、德国中

央输蛋系统，实现温湿度控制、喂料、集蛋、通风、饮水和清粪等全程自动化，一个存栏 12万羽的大型蛋鸡养殖场仅需 3名饲

养员，畜禽粪污经过智能发酵罐处理后可变成有机肥，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有效解决了生态环

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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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智慧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射阳县智慧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瓶颈有待破解。一是对智慧农业的认知不充分。部

分经营主体对于智慧农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设施农业”的原始概念，对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全链条的物联网应用还缺乏系统认识，

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还没有真正体验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实惠和变革。二是前期投入较大。农业是利润率较低的产业，目前购

买一套智慧农业设备动辄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投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科技农业机械设备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三是应用

型人才支撑不足。智慧农业横跨农业、信息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多个领域，作为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真正既懂农业

生产又懂信息技术的人才比较匮乏。虽然近年来一直鼓励大学生与在外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但由于农村在经济、医疗、教育等

方面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同时，就建成项目的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重建设、轻维护，重拥有、轻

共享”现象，影响了使用效率的最大发挥。 

加快推进射阳智慧农业的有效路径 

建设“1+N”智慧农业平台，打造综合性管理样板。在射阳现代农业服务中心规划建设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涵盖中心展示

大屏系统、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系统、农产品安全质量追溯系统、农田感知与智慧管理系统、视频监控平台、行政监管系统和

手机 APP管理等，形成射阳“农业一张图”，覆盖全县农林牧副渔 3万亩示范基地的基础信息实时监控、动植物生长动态监测、

动植物生长过程智慧管理、产品生产信息全程追溯，集中展示射阳县“互联网+农业”的应用成果。在县内高标准培育 N个智慧

农业基地，重点在国投集团海河和四明基地建设射阳大米全产业链可追溯系统，在农牧公司、新坍等稻麦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农

田感知与智慧管理系统，在农水集团四明千亩大棚基地建设设施园艺物联网系统，在县林木基地、特庸蚕桑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林业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防火预警系统，全面提升射阳县农业应急指挥信息化和智慧化管理水平。 

培养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支撑。针对智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高、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县财政整合涉农资金，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工商资本加大智慧农业的资金、物质和

人才投入。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成利益共同体、产业化联合体，协同开展农业生产经营。

在合理分工基础上开展一体化经营，发挥各类经营主体的独特优势，有效配置各类资源要素。龙头企业发挥人才、技术、信息、

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负责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提供智能化设备和技术；合作社发挥动员和组织农民生产方面优势，负责农业

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负责农业种养生产，通过联合互助共享，推动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实现共赢。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实现技术和市场的无缝衔接。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射阳县提出了接轨大上海，融

入长三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围绕打造上海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和农业科创成果转化基地，理清思路，实施市场、标准

和产业的精准对接，加大与上海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的对接交流合作力度，依托上海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积极招

引智慧型农业项目落户，组织县内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种田大户到上海参观学习智慧农业平台，邀请行业专家讲解物联网

基础知识、平台构建和设计、物联网应用技术等课程，培育智慧农业专业人才。加快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

推动传统农业与大数据、云科技的融合应用，共同打造智慧农业产业链，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提升农业生产质量，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