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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区“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对策研究
1
 

笪海波 1，刘玲盐 2 

(1.盐城市大丰区农业信息中心，江苏 盐城 224100; 

2.盐城市大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 盐城 224100) 

【摘 要】本文对大丰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情况和取得成效进行了阐述，分析了 “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面临

的制约因素；指出了 “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思路对策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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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农业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大丰区加快运用现代信息

手段改造升级传统农业，积极推动“互联网+”融入农业全产业、全链条，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全面深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大丰区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1 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大丰区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引导帮助农民种、养、销，促进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 

1.1“信息进村入户”村级全覆盖 

2017年认真贯彻落实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工作，2018年全区完成新建 47个“益农信息社”，信息标准社总量达到了

217 个，实现全区益农信息社全覆盖，同时打造 12 个市级信息示范社（新丰永跃村、大中恒北村、草堰合新村、白驹民窑村、

万盈六里村、刘庄东方村、三龙龙东村、小海海居、西团七灶河村、草庙庆生村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1.2“12316”短信全通达 

我区建立了 “12316”热线工作站和专家队伍，实现三农热线服务“村村通”。全年已发送手机短信 118万条次，语音咨询

累计人数达到 3万多人次。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实用的信息服务。 

1.3“互联网+”平台服务快速发展 

利用微信三农信息交流群、信息进村入户群、省益农信息平台、公众订阅号“大丰现代农业”，QQ大丰农业信息群、大丰信

息交流群，农事八点半、粮油生产交流群、农机之窗等各类媒体、网站推送农业信息 200多条次，切实提高管理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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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力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工程 

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努力构建大丰优质农产品营销网络，全区农村电商销售额突破 19亿元。

大力鼓励联合社会力量打造特产馆、产业园、集聚区等平台载体，积极开展农产品网上展示和网络营销工作，全区网上营销主

体数量有 2700 个，现有农村网店突破 700 多个；全区建设有苏宁易购、京东两个特色馆，自建平台 10 个包括（鸡毛信商城、

国环地标、丰龙网、农ー网、荷兰花海、丰收大地、恒北商城等)。強化农产品和电商平台对接。联合区邮政、电信等公司，严

选各镇、区特色农产品如海瑞休闲食品等上线“邮乐网”，通过邮政系統的网络优势、平台优势、物流优势，助推大丰区特色农

产品网上销售，解决农产品“触网上线” “最初一公里”问题。 

3 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 

组织推动互联网+智能农业在农业生产、管理过程中的示范应用利用市农委构建“ー个平台、两个中心、N个系統”，整合我

区智慧动监、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种大县智能信息系统建设等信息平台，大力推进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在产前预测、产中过程管理、产后电商营销中的应用，提升为农服务的水平。 

4 “互联网+”现代农业面临问题 

4.1网销农产品质量标准和监管水平有待提高 

农产品种类繁多，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体系，导致质量优劣难以辨別，加之许多网店既无实体店，又无工商、食品、税务

等相关部门的许可，监管难度大。 

4.2物流等配套服务设施还不完善 

网上销售农产品主要依赖第三方物流公司配送，目前农村物流体系不够完善，冷链物流发展较为滞后且成本更高，影响生

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4.3基础人才建设仍然薄弱 

专业从事农产品电商人才短缺，基层工作力量薄弱，缺乏既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复合型农技推广人才。 

5 应对扶持措施 

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对电商企业在平台建设、品牌创建、税费优惠、エ商登记、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给

予扶持。 

进ー步与知名电商加强合作，同时鼓励发展集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大数据应用于一体的特色农产品单品电商平台；在品

牌建设上，重点培育企业品牌、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有机绿色等生态农产品品牌，推动地方政府为区域公共品牌背

书；在标准建设上，组织生产、销售、流通等环节的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等，共同推进适合电子商务的农产品

标准制定工作。 

专门列出专项省补资金支持本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一是智慧农业建设，支持在区内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集成温湿

光监测、远程视频监控等智能技术装备建设，支持建设区级数据采集中心建设；二是支持接轨上海蔬菜供应基地远程监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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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湿监测等技术装备建设；三是列出项目省补资金益农信息社建设，以及省补资金对 2017年省级“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进行

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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