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怎样

以数字技术赋能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 何微微

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建立健全以财政投
入为主、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广泛参与的经费保
障机制，建设一批研发总部、培训基地和孵化中
心，以科技计划吸引科研机构和涉农单位联合开
展农业数字化关键领域的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
重点突破丘陵山地智能农机装备、复杂气候地形
农业遥感监测、图像识别与动植物生长模型研发
等关键技术瓶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重庆
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变量，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突破性抓手。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深度
融合，是推进重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对
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
产业升级、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
义。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推进数字农业改革，聚焦数字农业发展的现实需
求，推动数字经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程度
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农业全链路数字水平。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光纤网络扩容提速、5G
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全方位推进农村公路、水
利、电网、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数字化改造，大力
推进种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全
链条数字化转型。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建立
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广泛
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建设一批研发总部、培训基
地和孵化中心，以科技计划吸引科研机构和涉农
单位联合开展农业数字化关键领域的基础性、共
性技术研究，重点突破丘陵山地智能农机装备、复
杂气候地形农业遥感监测、图像识别与动植物生
长模型研发等关键技术瓶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智慧育种、智能种
养、智慧农机管理、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农产品物
流等数字化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
模式嵌入农业全产业链。全面推进农业管理数字
化转型，创新数字化监管模式，利用数字技术支撑
耕地用途管制、制种基地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等工作，加快形成数字技术落地应用的生
态系统。

推动资源共享，加快涉农数据协同整合。整
合农业数据资源，统一数据管理，实现数据共享。
打破数据分割和孤岛壁垒，提升各级各类信息资
源和应用系统兼容的共享水平，统筹整合图、网、
库及平台数据资源，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数
据采集监测体系，打造聚集全行业全领域数据资
源的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实现不同层级、地域、
系统数据全面采集、高效互通、有序共享、充分利
用。深化拓展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建设重要农
产品和优势特色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平
台，实现产、供、销、管各环节数据集成和可视化，
推动农产品流通领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培育
农产品流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构建区域
特色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体系，形成农产品大生产、
大市场、大流通格局。

提升数据价值，完善规则框架与标准体系。
研究制定农业农村大数据公开、开放、保护等方面
的规章制度，实现对农业农村数据资源采集、传
输、存储、利用、开放、共享的规范管理。推进涉农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
系，完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强化数据安全保障，
加强制度、市场及技术相互支持与协作，构建多层
次、多元化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提升涉农数据
要素全生命周期价值。立足农业农村数据标准化
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加快构建覆盖基础标准、技
术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应用标准的农业农
村数据领域行业标准体系，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
据共享互通，以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加
快农业数据立法，强化数据风险管控，建立科学的
风险防范和化解制度，妥善应对农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权属不明、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泄露、数据传输安全风险等问题，有效保障
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补齐人才短板，强化科技创新供给能力。深
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探索产学研创一体化培
养体系，打造数字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产业
链、技术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有机融合，为
数字农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支撑。大力引
进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科学家团
队，合作共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高能级科技
创新平台，灵活运用项目合作、对口培训、互派交
流等方式“借脑引智”。探索创新柔性引才机制，
灵活运用顾问指导、技术咨询、项目合作、“候鸟”
服务等形式，精准引进市外（海外）“高精尖缺”人
才。积极拓展“线上+线下”融合培训渠道，重点
遴选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
主体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及高素质农
民等，定期化、阶段化、持续性开展专题培训，培育
爱农业、懂技术、能应用、善经营的数字农业人才。

大足区国梁镇曲水村大足区国梁镇曲水村，，植保无人机正在蔬菜地里作业植保无人机正在蔬菜地里作业。。 新渝报记者新渝报记者 瞿波瞿波 摄摄

一部手机，就让农民
能在空调房里打理农田；
一块小屏幕，可以汇聚起
传感器、卫星遥感、摄像
头、农机多源信息；一张
治理架构图，让村中大小
事了然于目……如今，数
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
为“新农具”，直播成为
“新农活”。

日前，重庆农科院举
行农业科技成果现场观
摩会，对接基层需求，力
求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的“最后一公里”问
题。重庆正以智慧农业
为方向，强化核心技术攻
关，提速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
数字经济加速融入农业
生产各领域的背景下，农
业如何把握机遇，加“数”
奔跑？

加加““ ””跑跑？？数数

奉节县太和乡良佳观光农业果
园，当地主播正在通过网络直播平台
推销梨子，帮助果农线上卖梨。

重庆日报记者 刘旖旎 摄

万州区甘宁镇同鑫蔬菜大观园番茄数字化大棚。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1
技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

而喻。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

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
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
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换而言之，数
字技术进农村，已成大势所趋。

那么，农业数字化带来了什么新
变化？

降低门槛，数字不仅“好看”，更“好
用”。农民不是谁都能当好的，数字工具
要做的就是降低门槛，让农民享受科技
实打实的好处。比如降雨量，不能直接
扔给农户一个降雨趋势的图表，而要进
一步把降雨量“翻译”成农民可以直接操
作的指令，把冷冰冰的数据变成“沉甸
甸”的生产指导。

创新方法，从“给补贴”到“给工
具”。从前，直接给补贴是普遍做法，但
这也容易让一些企业“钻空子”，剥夺农
民利益。位于重庆荣昌的国家级生猪大
数据中心，通过搭建智慧养殖管理、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猪肉溯源大数据等智
慧畜牧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全国
各区域、产业全链条的数据采集体系，给
生猪产业装上“数字翅膀”。

荣昌通过打造“荣易管”“荣易养”
“荣易买”等创新平台，及时发布生产、销
售、市场行情等关键信息，让数据在产业
链上下游充分流通，降低了养殖户养殖
成本和风险，解决销路和采购问题。数
据，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生产力。

整合资源，全产业链“雨露均沾”。
今天的农业和20年前的服装业、手机行
业很像，生产端遍地都是小加工厂，大的
品牌商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农业上同
样也面临市场化程度低、各类服务分散、
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而数字化工具可
以通过集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参与
者，以达到整合分散资源的目的，最终受
益的，是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

三农专家温铁军曾指出，重庆是西
南片区中具有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高
地特征的地区，数字农业将作为一个切
口，引领乡村振兴发展，将重庆这个特殊
的生态地区变成亚洲地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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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数字科技赋能现

代农业，结下了累累硕果。
然而，在推进数字农业的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问题。“很少有用数字农业解决
实际问题的案例”“部分数字农业成了面
子工程”……一些基层的声音担忧数字
农业跑偏，并非空穴来风。在个别乡村，
政府出资做了不少大屏、光谱，花费了时
间和金钱，却没能达到实际效果，很多时
候变成应付领导视察的“道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打一枪换一炮”，缺乏整体统筹意

识。各种园区、示范田、展会中“千篇一
律”的数字大屏，看起来提供了天气、病
虫害监测、水肥监测、土壤监测等非常丰
富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很少转化为农民
的实际利益。

有从业者表示，目前中国的数字农
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数据积累。而
数据积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至少需
要 3—5年的积累才能发挥出它的价值，
反过来指导农业。但一些地方政府和农
业公司并不重视数据的积累，而是“脚踩
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打一枪换一
炮，重形式而轻内容。

为了政绩不顾实际，盲目规模化。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重点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
排设施等短板，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但到了一些地方，政策的实施就变
了形。一些地区无视山地丘陵地区的特
殊情况，违背政策要求，盲目将田土改
大、改平，结果导致土壤泄洪和抗旱能力
下降。特别是在一些季节性干旱严重的
地区，盲目规模化又会导致雨季涝灾、旱
季旱灾，进而引发病虫害爆发、粮食减产
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陷入“形式化”的沼泽，没有惠及农
民实际利益。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
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运用数字
技术推动农业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到促
进农民增收上来，而不是追求浮于表面
的数字。只有扎根农村社会人文、经济
基础、产业发展等实际，并对农民需求进
行扎实地调研和深入地理解，才能经营
好数字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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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前景虽好，却前路漫漫。

对重庆而言，如何让山区农业跑出加
“数”度？

首先，要让农民心中有“数”。发展
数字农业不能以夺取农民土地为代价，
但是，也不能只种地，而是要通过数字
化转型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当
前，重庆正在基于自身特色拓展“数字
农业+金融+保险”等融合发展路径，为
农民撑起“保护伞”；同时，深入开展乡
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数字人
才队伍建设，为数字农业自我发展的

“造血”能力。
茶叶作为重庆巴南重点发展的农

产品之一，长期以来面临着茶叶品质无
法定级、来源无法追溯、品牌信任度低
等问题，导致价格提不上来。后来，重
庆一科技团队接手改造，利用“一物一
码”和区块链防篡改的性能，对茶叶的
生产、流通和销售进行全流程溯源管
理。改造后，帮助巴南区定心茶园降低
市场推广成本 22%，茶叶价格提高
18.5%。

其次，要做好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
融合这篇文章。“万丈高楼平地起”，传
统经验恰恰是科技型农业要仰赖的“地
基”。不能一味地排斥和批判传统农事
经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其进行“翻
译”和“临床试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比如，可以对这些传统农艺做“诊
断”，科学评估其有效性，让种地这件事
情变得可评估。以水稻为例，什么土壤
适合什么品种的水稻、如何插秧、何时
收割，这些摆在农民面前的现实问题，
可以向数字技术借力，使其更加科学
高效。

最后，要以小服务“撬动”大变革。
据专家推测，未来十年，微服务的模式
将在农业领域大规模扩展开。

比如，种植粮食整个过程需要翻
地、施肥、播种、打药、灌溉等，低效的
方式是农场直接雇佣农民来完成这些
复杂的环节，高效的方式则是将每一
个环节变成一个模块，再外包给微服
务提供商。

以小服务为切口实现农业农村服
务的市场化，需要地方政府主动牵头，
打造数字化平台，将农村散乱的资源整
合起来。目前，重庆垫江已完成县域数
字平台搭建，立足晚熟柚子、粮油制种
等优势产业资源，打造县域整装集成一
体化等数字农业体系。

农业加“数”，发展才能加速。只有
更加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为农业赋能，数
字农业才能释放出发展大能量。

据重庆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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