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农业—构建农业物联网

一、基本情况

前虞村位于浙江东部，属东、南、西三面环宁波市，版图呈蝶状的海曙区之

辖；隶近郊于西，版图呈藕状的古林镇之下属村；而村域于镇西南与洞桥和栎社

的交界处，版图成龟状。这里平均海拔 4.2 米，座落于姚江、鄞江间四明山麓的

锡山东端平原，形成纵横交叉的江南水乡特征。村域 2.87 平方公里，耕田 2964

亩。自然野生于原广德湖畔经培植得名蔺草的黄姑林草席，闻名中外成为席乡。

我村还拥有国家级的数字农业园区。其中，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的建设总面积

10900 亩，第一期建设约 1500 亩，涵盖 800 亩智能灌溉系统，试点重点为农机

配置升级、智能装备配置、配套设施改造等；第二期建设约 8500 亩，试点重点

为信息系统建设、数据集成应用和示范展示。“试点项目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为依托，在古林镇建立完整的水稻优质高效精细化种植技术体系，建立车载天空

地一体化农情监测与决策平台，构建农业物联网。

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

字中国，建设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需要。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聚集，

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农业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农村劳动力日益短

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已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不仅要通过传统的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等途径，更需要用好数字化新手段。

目前全球市场劳动力问题非常尖锐，农业劳动力都急剧减少，所以发展数字

农业势在必行。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历史起点，未来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

的发展潜力无限，必须站在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做好长远规划。必须充分认识到数

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发展数字农业和数字乡

村作为我国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手段。

一是建立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目前数字农业投入成本较高，一般的农企农

户都无法承担，需要整合资源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方式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数字化建设。

二是推动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的集成应用，重点支持数字农业与数字乡村科技

攻关，提高物联网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积极推动成熟技术推广应用。通过降

低生产成本、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病虫害等技术手段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

业品牌，提升数字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三是加强对数字人才的培养。主要加强“农业+信息技术”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培训力度，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建

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

四是加强农业全产业链的建设运营。构建覆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纵向一体的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贯通融合，做到延链、补链、强链，协同

打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立体多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展农业增

值增效空间。

三、项目创新性

看看数据，动动手指，控制室里的技术人员就能完成 10900 亩水稻农田的耕

种调控。”在位于古林镇前虞村的海曙区数字农业中心内，数字农业技术员表示，

现在看到的这套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体系已将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融合进“育、耕、种、管、收、烘”全流

程，实现“让机器管理农田”的小目标。

一大片已经收割完毕的田野里，矗立着一座楼房，这片农田的“智慧大脑”

便藏在其中。在海曙区数字农业中心内能看到了一墙面的大屏幕，屏幕上显示的

每一条数据都有其具体的作用。“这些数据包括了气候变化、病虫害、土壤湿度、

灌溉时间等关键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对水稻生长全程掌握，通过精准养护

来提升生产效益。”林佳伟边说边点开了开病虫害监测点的数据界面介绍道：“当

我发现这个版块的数值超过预定值，并根据虫害增长的趋势图的幅度去判断虫害

的发生情况，并选择相应的药物针对性地防治。”

此外，通过屏幕数据，你还能了解到每台农机设备的作业量和作业轨迹，技

术人员可远程监控无人化农业机械在各地块的运行情况，确保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据测算，数字化可让劳动力用工成本减少 20%、节水 10%、节药 8%，农作物年产

量增加 2%。可以看到，物联网、云计算等精准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了这个华





无人机助在田间工作

、

智能检测点

五、经验启示

这是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完美转型的生动案例。传统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而今，万亩农田、一名数字农业技

术员，这“万”与“一”的强烈对比，凸显了数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农业生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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