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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合作打造“智慧农业”
禹城率先实施农业信息化建设试点

山东移动捐赠“致富宝”

帮扶贫困村农业信息化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贺鸿 通讯
员 位建卿) 8月21日至22日，全省农
业农村信息化暨贫困村通信工作会在
禹城召开。会上，禹城市被授予“国家现
代农业信息化建设试点县(市)”。中科
院、禹城市政府、山东移动三方合作，利
用移动信息化打造禹城“智慧农业”。

记者了解到，中科院、禹城市政府、
山东移动联合打造的“智慧农业”项目
是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先进技术和国
家土壤、水利、种植科技数据库，通过整
合多种涉农资源，建立了集农业科技及
市场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发布平
台于一体的辐射各涉农部门的农村信
息化服务网络。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智
慧农业”信息化服务网络，禹城市机械
耕作成本平均降低40%，节省燃油50%，
农田灌溉用水量平均减少20%，节肥
20%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10%，节省农
药30-50%。

村民王少海告诉记者，这一张张小
小的移动卡串起了从田间地头到农户
手中的信息流，让中科院的专家走到了
农民身边，解决了种植里面的专业问
题。“在今年7月底下暴雨的时候，田里
积水很厉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最后让中科院的专家来帮忙才解决
了。”王少海说，解决完了之后，中科院
的专家还给其他村民发了解决方案的
短信，从而减小了损失。

伦镇城子坡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群
众通过使用信息机，推广精准耕作、自
动灌溉、生物防治等新技术，粮食价格
每吨高出周边村20至40元，年增收近5
万元；通过使用“智慧农业”信息化服务
网络，了解周边农资市场行情，每亩地
节约农资投入60多元。

中国移动德州分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信息化服务网络上联

部、省、市，下联县、乡、村级信息服务
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基层农户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
整合中科院和分散在各涉农口的农业
种植、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流通等权
威信息资源，以无线农业信息机、致富
宝农业信息手机、电脑等为载体，依托
中国移动强大的网络，第一时间将信息
送达基层农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农户可以便捷地获取农业新
闻资讯、供求商情、市场行情信息，科学
种植，避免发生农产品单一大面积种植
导致的“菜贱伤农”情况，降低了种植成
本，拓宽了农产品销路，大大提高了农
业的“智慧化”管理水平。

目前，无线农业信息机和致富宝农
信手机已覆盖禹城市1000多个村，新增
农民专业合作社6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19家，78家合作社以返租倒包形式
规模经营土地面积达6 . 7万亩。

据了解，中科院禹城试验
站是土壤、水利、种植科技数据
库的集散中心，在禹城设立了
400多个土壤墒情监测点。该试
验站每天由埋在地下的传感器
对土壤墒情进行监测，形成波
段图，然后通过一个插有中国
移动手机卡的数据集采传感
器，将信息传送到信息处理中
心，再根据数据分析每块田地
的干旱程度和缺素程度，最终
将反馈信息经由中国移动网络
传递到用户的手机上，提醒农
户下一步如何根据土地微量元
素构成情况、土地墒情分布情
况，科学管理土地、合理布局产
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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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1日讯(记
者 贺鸿 通讯员
位建卿) 在全省农业
农村信息化暨贫困村
通信息工作会期间，山
东移动为推进贫困村
通信息化，将向德州帮
扶贫困村捐赠1000部

“致富宝”农业信息手
机，让农民通过该手机
随时随地查询最权威
的农业新闻资讯、供求
商情、市场行情、农业
百科等五大类26个项
目的信息。

作为山东省信息
化推进“三农”发展联
盟的理事长单位，山东
移动德州分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一直以
来，中国移动山东公司
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
开展了“三网惠三农、
助建新农村”工作，利
用信息技术，构建农村
通信网、农村营销服务
网、农村信息网，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山东移
动构建农村通信网，实
现了我省行政村100%

网络覆盖，并推进3G、
WLAN等无线宽带网

络进村入户。山东移动
构建农村营销服务网，
目前已经建成县乡村
三级服务网点，实现

“一村一点”全面覆盖，
农村渠道服务网点超
过 1 3万个，居全国首
位，并推出了空中充值
等服务，让农民“足不
出村”就能办理各种移
动业务。推出了神州行
田园卡、村级网、两城
一家优惠等，让农民打
电话更实惠。

山东移动构建农
村信息网，搭建了“农
信通”、“农资通”等农
村信息平台，为农民提
供科技兴农、农产品流
通、农村政务管理以及
文化信息服务。山东移
动将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应用于农业发
展，在全省多个城市推
出“智能农业大棚”、

“智能冷库”等农业信
息化项目，实现了农业
生产的远程监控和信
息化管理，据初步统
计，节约总体运营成本
20-30%，提高产量2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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