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农服务的坚守与创新实践 

——以贵州农经网为例 

罗毅
1
 

（贵州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贵州 贵阳 550081） 

【摘 要】：作为贵州省“三农”专业门户,贵州农经网近年来牢牢抓住国家和贵州省脱贫攻坚及大数据发展战

略机遇,坚守公益暖心助农,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为农服务形式,在开展为农服务和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方

面探索和积累一定经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贵州农经网也将迎来新时期农村信息化服务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为农服务 农村信息化 贵州农经网 

贵州农经网于 2000 年建网,其办网宗旨是“面向市场、服务‘三农’,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成立至今,贵州农

经网坚守公益暖心助农,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扶贫攻坚等诸多领域,其中,搭建农经网农产品价格、供求、招商信息资源

库,开通“三农”服务热线,为农产品牵线搭桥找买家。通过不断创新为农服务形式,从 PC 端信息发布到移动端信息推送,从 LED

显示屏信息发布到大篷车信息下乡,从农产品进城到电商进村,从村级多功能信息服务站建设到村域经济服务社(站点)建设,在

驱动本土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带动农村人才就业和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贵州农经网致力于通过开展农村信

息化建设助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1 坚持为农信息服务,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方式 

贵州农经网建网至今建成了“5+4”纵横向信息采集与服务体系,聘请 200 余名专兼职信息员对全省重点农贸市场农产品价

格信息进行采集,对全省 29个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130个县级农贸市场进行价格定期监控,做到日日更新。由此,确保了网站丰

富的信息来源。贵州农经网还创建“多位一体”农村信息传播服务模式。集成移动互联网、手机 APP、微博、微信、电子屏、信

息大篷车等信息技术,创建了“多位一体”农村信息传播服务模式。此外,贵州农经网也是一个开放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平台,用户

实名注册成为网站信息员后,就可以向网站上传发布和查询农产品供应、求购、价格等信息。同时,开通“三农”服务热线,切实

为农户和市场牵线搭桥,为农产品找买家,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贵州农经网已成为一个能够及时、准确提供“三农”政策、科技、生产和市场信息的互联网络平台,一个各级政府指导农业

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工具,一个涉农企业和经营大户宣传、推广产品和技术的媒介平台。多年来,贵州农经网坚守

公益暖心助农,不断创新为农服务形式,致力于通过开展农村信息化建设助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 贵州农经网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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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农经网紧密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创新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工

作。一是全面推进贵州省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以贵州农经云为基础,建设完成省级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利用移动互

联网技术建设涉农数据交换中心内容采集终端,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通过升级建设“三农”呼叫服务中心,组建贵州省农村信

息化专家顾问组及全省农业技术专家的服务队伍 1000 余名,为农村提供民生诉求和生产销售环节的在线答疑和呼叫服务。二是

实施贵州农经云平台建设和应用。通过整合贵州农经网十多年来汇聚的农产品供求、市场价格、产业信息等 8000 万条数据,启

动实施农经云应用工程建设,建立大宗农产品交易、农产品市场行情监测、农产品电子商务等 13个应用服务系统,适时为政府部

门、企业和公众提供有针对性的大数据应用服务产品和平台支持。三是组织推进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建设。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通过与金融机构战略协同建设“服务社”站点并叠加第三方机构便民服务、防灾减灾服务资源等,

实现依托服务社为当地村民提供农业公益、便民利民、电子商务、农村金融等五大类服务,主推业务有买(即依托电商平台代购

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如种子、农药、化肥、农机、衣物等)、卖(即即依托电商平台销售当地的大宗农产品、土特产、手工

艺品等)、推(即开展便民公益服务、农技推广服务等)、缴(即为村民代缴话费,水电费)、取(即代理物流配送站的包裹或信件等),

解决市场与村民的服务链接问题。四是搭建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搭建“淘黔宝”电商平台,主推贵州优质特色产品上网销售,

率先在贵州省启动农村电子商务行动,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创业培训,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孵化企业及个人开展电子商务,为贵州农

特产品发展电子商务注入了新的活力,驱动贵州本土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同时采取“农村电商+服务站”的线上与线下

联合运营模式,免费为当地农民代买、代卖和便民服务,助力“黔货出山”和实现“网货下乡”,为村民提供便利的同时帮助农民

增收。 

3 贵州农经网当前面临的挑战及机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业农村发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多层次需求,贵州农经网面临农村信息化服务主体

及产品的专业化、竞争化的挑战。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广大农村已经普

及了智能手机,智能手机逐渐出现在农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也意味着农业农村信息化需求将更加旺盛,贵州农经网也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面对新时期农村信息化服务的挑战和机遇,贵州农经网原有的信息采集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急需顺应潮

流、适应变革、不断创新,从以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主,延展至服务农村生态、扶贫攻坚等诸多领域的转型升级。如继续

推进全省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建设,通过对服务社进行涉农资源的融合,以建设“一站式服务”综合平台为目标,实现依托服

务社站点就近为本地村民提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电子商务、气象防灾减灾服务、农村科技服务、农业园区和乡村旅游信息服

务、便民利民服务等。进一步提升服务社站点的运营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服务社站点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力。 

同时,贵州农经网力求实现农产品价格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对农产品价格大数据进行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对农产品价格

信息的有效监测和分析有助于实现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强化在农产品市场信

息、农村电子商务和乡村旅游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信息筛选、加工、编辑和发布,提升信息产品的质量,尽力打造服

务产品。如及时向农民的手机发送天气预报、劳动信息、农业技术、农产品价格分析与预测、农民生活信息和市场信息产品等,

并通过手机新闻、微信、微博和网站,以及新媒体的有机结合,增强信息传递的力度和速度,及时有效传播和提供反映时代精神、

反映“三农”面貌、满足农业农村社会需求的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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