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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龙江农业现代化
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数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唐赛副教授指出，农业是黑龙江省最大的比较优势，

其现代化进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新

龙江的任务要求。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

5G（简称 ABCD+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再创新高。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破，应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

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推动黑龙江农业数字化、智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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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挖数据价值，完善农业大数据体系

构建起大数据体系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我省在统筹农业数据资
源、实现农业农村大数据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方面已经建成 16 个
云平台和 84 个业务子系统，初步承担起黑龙江省农业大数据综合
服务功能。但农业数据资源分散，天空地一体化数据获取能力弱、
覆盖率低，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匮乏等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要完善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大数据体系。首要任务是建设龙
江耕地基本信息数据库，摸清家底、守住家底。尽快建成我省基本
地块权属、面积、空间分布、质量、类型等大数据和农业云。完善
我省水资源、气象资源、生物资源和灾害信息数据。为发展现代农
业提供扎实数据基础。

二要建设农业生产环节大数据体系。构建农业种质资源（如东
北大豆、玉米等）专属数据库，筹建全国首家“种子溯源库”，绘
制种子DNA指纹图谱。高度重视寒地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库容量不
足问题，尽快在现有唯一种质资源库基础上，继续兴建 2—3 个高
寒地带种质资源库。在 6个积温带、10 个生态区建设完善一批标准
化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和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改善我省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存容量不足、数据匮乏，农业微生物、经济作物、蔬菜、
食用菌等特殊种质保存不善的局面。与之配套，要筹建一批年加工
能力达 5000 吨的大型现代化种子加工仓储中心。

三要建设农业市场大数据体系。以云计算为核心，融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对市场供求信息、价格行情、生产资料市
场信息、价格及利润、流通市场和国际市场等信息的处理和应用水
平，加速农业数据的流通、汇集、处理和价值挖掘，做到“藏粮于
市场，藏粮于期货”。

二、推广人工智能，实现农业产业链条智慧管控

智慧农业是人工智能与农业的结合。而智慧感知，是智慧农业
的触角。发展智慧农业应从“种、管、收”三个环节着手，实现农
业生产过程的信息感知、精准管理和智能控制三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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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运用智能感知技术实现对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精准调控。要
基于精准的农业传感器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实现智能
测温、测土以及智能施肥与智能喷灌等。同时，利用云计算、数据
挖掘等技术进行多层次分析，并将分析指令与各种控制设备进行联
动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精准调控。加快我省在主要农业生产区域
内传感节点和无线通信网络的部署力度、扩大覆盖范围。

二是借助深度学习技术和摄像终端设备实现病虫害远程监控
和防治。利用深度学习算法结合高光谱遥感图像、田间传感器，根
据历史发病信息及天气状况实现对农作物健康状况的远程监控。结
合监测结果靶向喷药、精准施肥，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据测算，推广智慧农业可使每个生产季农药投入减少
50%，同时因病虫害引起的减产可以降低 20%。这对提升我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作物附加值，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起到重大作用。

三是依托北斗精准定位农机作业，提高农业生产全流程自动化
水平。借助北斗系统高精度导航、智能化农业机械控制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全省农业机械作业面积监测范围，提升我省农机管理与
应用的自动化水平，实现播、管、收全流程自动化。尽快打通我省
农业与北斗系统之间的通路，促进农业生产全流程上星、上链管理。
发挥既有优势，依托佳木斯农机应用和农机装备制造业基础，发展
智慧农机产业，完善新型农机装备制造基地服务体系，推动智慧农
机产业发展的同时，扩大智慧农机应用范围。

三、延展农业区块链，固定黑龙江农业区位特征

区块链应用于农业，其最大价值在于能够有效削减农业发展中
信息不对称的弊端。发展农业区块链，能够提高整个农业产业链的
信息透明度和及时反应能力，从而实现整个产业的增值。

一是建立农产品“标准化”体系。推动构建全产业链的农产品
信息化标准体系，做到有“标”可对。二是建立龙江农产品区块链
中心平台。运用NFT 等技术推进农产品“标识化”进展，引导生
产经营主体对上市销售的农产品添加质量认证、品名产地、商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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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等标识。三是打造绿色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营造龙江农产品绿色
“标签化”形象，通过构建农产品供应链协作网络，搭建包括生产
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物流公司、终端消费者在内的联盟链，
将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等都记录在区块链上，不可篡改，实现
产品可追溯，消费者能够追踪产品生产、销售、起源和历史等信息，
提高知名度。

四、扩容 5G 网络应用，打造现代农业监测预警系统

5G 网络能够实现低延时广覆盖，加上北斗卫星技术护航，农
业监测预警迎来新发展时机，让黑龙江农业更好地发挥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作用。

一是打造我省重要农产品生产态势监测与预警系统，强化生产
数据实时采集监测。以 5G技术大规模应用为契机，充分利用其广
联接、大带宽特性，对我省重要农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
马铃薯等的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与预警。加快 5G基站部署，
争取今年年底实现 18000 个 5G 基站建设目标。推进 5G设备在大
型种植基地的广泛部署，发挥其在数据采集、农业设施控制指令下
发，以及实时高清监控视频上传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基于 5G的
低时延特性，实现 5G网联无人机植保应用也十分重要。

二是打造我省农产品市场走势监测与预警系统，形成农业信息
定期发布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价格日度监测、供需形势月度及季
度分析、重要农产品供需平衡表、中长期农业展望等信息发布和服
务。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监测评价体系，开发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分
析系统。建立农业走出去经济运行分析制度，加强农业利用国际市
场资源情况的分析。

三是打造农业生产全要素、全周期监测与预警系统，实现对农
业生产全过程的诊断与感知。农业生产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度极高，
应建立健全农业气象、水质、土壤等自然要素监测预警机制。加大
黑土地的保护与预警监测能力，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依托北
斗的卫星遥感技术、区块链技术等锁定现有黑土地数量、监测黑土
地质量、提升黑土地品质。同时，建议我省筹备并颁布实施《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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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法》。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和不可篡
改的特征，对农业生产所需资金、技术与劳动力进行监测预警，发
挥NFT 与智能合约等在农村金融、保险及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监
测预警，确保农业要素投入的可持续性。

五、实现物联网泛在链接，打造现代农业智能流通体系

目前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已达 1.7 万亿元。通过各类可能的网
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农产品及流通全
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要
集成物联网应用，打造一套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筷头”的标准
化流通体系。

一是加快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标准化、现代化农产
品仓储，冷链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流通组织化水平。打造农
产品物流园。重点支持集产后集货、检测、分选、加工、冷链运输、
收储、追溯等功能为一体的产地集配中心建设。

二是加快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平台建设。融合生产、加工、流通
与消费四位一体的农产品信息，通过对农产品流通过程的协同整合，
降低流通损耗、提高交易效益、节约物流成本、促进农民增收。

三是打造全国首家“农产品智运平台”。推动农产品流通从“物
流生态”到“供应链生态”转变。将哈尔滨打造成基于东北亚区域
视角的物流节点城市，带动我省物流产业数字化进程，从而为农业
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

（作者系省重点培育智库—数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唐赛副教授；智库首席专家、黑龙江广电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国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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