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以仙居杨梅产业先行先试数字

化集成改革为路径，打造了“产业地图＋模型算法＋多

端服务”的农业应用场景——“亲农在线”。

该应用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销售免税开票、农技

学习、农产品检测预约、有机肥补贴等服务，优化业务

流程，提升服务效率。运用遥感和人工调查，绘制产

业“一张图”，精准定位农户、地块及每株杨梅树，并叠

加市场、冷库、主体等数据业务图层，打造杨梅全产业

链数据中心；归集梅农经验、产业、环境等数据，融合

专家研究成果，构建采收预判、气候预警、剪枝等模

型，及时采集农田、果园生产信息；归集产量、价格、物

流等数据，建立价格指数模型，提高梅农议价权；同

时，建立“共享冷库”和“村播计划”，让小农户衔接大

市场。

“亲农在线”应用上线后，商品果率平均提升60%，

生产减灾52%，产值增长31.7%；2023年，当地梅农户均

增收3.5万元。目前，该应用已有7.8万多人注册，精简

办事流程达80%以上，效率提升75%以上。“我要保险”

功能累计为梅农线上投保杨梅22.56万亩。

“亲农在线”

“鲜甜e塘”数字化应用由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业

管理局、三门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发打造，从“海水养

殖一件事”出发，以“一个养殖户进驻鱼塘到丰产入市”

为主线，打造“找好塘、出好品、卖好价、育好产”四大场

景，对鱼塘流转、项目支持、政策兑现等生产活动进行

全过程监管。同时，从渔业污染监测、质量安全保障、

品牌价值维护等方面，建立环境综合观测站，采取产品

可溯源、政府信誉背书、品牌认证打假等措施。

该应用上线后，三门青蟹亩均产量同比提升6%，

产值提升9%。2023年，三门县线上落实饲料补贴266

万元，金融服务授信3517万元，涉及354户养殖户，用

塘用药纠纷下降30%，帮助养殖户解决问题200余个。

本报综合

“鲜甜e塘”

桐乡以数字化改革理念和手段，将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与

粮食生产全链条全环节深度融合，通过业务流程重塑、

运营机制革新、政策制度改革，打造“田保姆”为农服务

数字化应用。

该应用实现粮食补贴“一次通办”、粮食生产“一键

托管”、农田信息“一码查询”、保险贷款“一指办理”、粮

食产业“一图管理”、土壤健康“一点即知”、粮食销储

“一站服务”、气象灾害“一网预警”等“八个一”功

能。

该应用已覆盖5万余农户，入驻服务组织70家，开

展社会化服务超7万人次，发放补贴超1.6亿元。同时,

出台导向性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25个，表彰优质服务

主体14家。

“田保姆”为农服务应用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奶牛养殖、乳

品生产、连锁零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该公司以数智引领，聚焦智能要货、柔性供应、精益

排产、敏捷配送，开发、集成以新鲜健康为核心的一鸣全

产业链指挥中心应用平台。

一鸣全产业链指挥中心分为四大场景：未来牧场，

解决奶源品质问题；未来工厂，解决生产高标准要求；未

来物流，解决过程保鲜难问题；未来市场，解决市场变化

快问题。该公司依托牛场管理软件、奶牛发情监测系

统、先进挤奶系统等，针对每头奶牛的饲养草料配比和

奶质指标分析比对，得出优质奶饲喂标准。该公司引进

智能数据中心、智能乳饮料生产系统等，建立运行“智慧

一鸣”生产与销售一体化信息系统。

采用数智规模化养殖技术后，产奶量平均提高8%，

每头牛年均提高单产500公斤、增加产值2000元以上。

企业每日配送网点超过3500个，原料奶杀菌、灌装等7道

工序减少到6小时，人工减少70%。“一鸣真鲜奶吧”通过

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革，形成“现代农业企业＋农户+基

地+门店”的增收模式，带动就业超1.5万人，年人均增收

1.6万元。

一鸣全产业链指挥中心

浙江凤集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0.1亿元，建设“长兴

县蛋鸡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凤集蛋鸡智慧养殖平台

建立环境、物料、产蛋、疫病等生产运行监测数据，以及

指标分析、现场监巡、追溯查证等大数据，实现生产管理

全过程数据的统一展示、统一管理、综合利用，构建蛋鸡

数字养殖技术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和产业化模式。

公司配备叠式笼养设备、智能喷雾除臭设备、出粪

输送带、蛋品自动分选设备等，实时采集呈现环境、物

料、产蛋、疫病等监测数据，制定蛋鸡全生命周期质量安

保体系和标准体系等。通过精准化环境调控、数字化精

准饲喂管理系统，可减少10%的饲料使用量，料蛋比由

2.3 降低至 2.1，实现 1 人可管理 11 万羽鸡。全部投产

后，将实现产值11.07亿元，带动当地就业200人以上。

凤集蛋鸡智慧养殖平台

山行（浙江）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生鲜

水果的现代化种植和销售、农业技术服务和数字科技

服务等全产业链业务。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据

采集、分析平台等，配合水肥一体化设备、气象传感

器、温室自动化等设备，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进行

农业大数据生产，建立了植物生长模型、生产管理模

型以及种植商业模型，通过数据分析指导农业生产全过

程。

山行数字农业生产管理平台已在十多个规模化农

业生产基地推行，种植品类涵盖苹果、西梅、蓝莓、草莓

等，其用水量仅为传统模式的五分之一，全年用药量为

传统模式的十分之一，提升决策效率5倍以上。平台数

据生产体系累计生产农业数据达80万条。

山行数字农业生产管理平台

兰溪市农业农村局以“杨梅产业大脑+未来农场”

的建设模式，以生产端为切入点，搭建了“梅”好兰溪数

字化应用。

该应用构建了“梅”好生产、“梅”好管家、“梅”好服

务和“梅”好共富子场景，与各单位业务协同、数据共

享，推进模型学习、禁药期AI智能管理、分享快购、供

需对接、专家指导和农业保险等杨梅产业服务全链条

集成改革。通过杨梅产业一张图，科学规划限制种植

区、可发展种植区和禁止种植区等区域，实现杨梅质量

全程监管。

兰溪市建立了以大棚杨梅为重点的智能化成果示

范展示基地 1200 余亩，商品果率提高 30%、甜度提高

2%，成熟期提早15天以上，亩均综合效益超3.5万元。

“梅”好农场示范果园节约管理成本60%以上，水肥效

率提升30%以上，累计可节本增效约5000元/亩，亩增

效益20%以上。

“梅”好兰溪应用

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新集成“清洁化种

植模式+智能化农机装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标准

化基地生产管理模式，建立了绿迹农事管理系统。该

系统主要用于对基地“人事物财”进行全过程数字化、

精细化管理,以每一次种植任务为管理主线，实现生产

数据全流程流转、企业运营事件式管理。

该公司采用沙培、气雾培等清洁种植模式，减少病

虫害和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产值产量。依托数字化

转型升级，集成软件平台、算法模型，形成了从育苗-种

植-销售全过程数字化，最小管理颗粒度可落实到“单个

人、单棵菜”的标准化管理流程。同时，结合智能化农机

装备，在灌溉、水肥、温控等环节实现自动化控制和智能

调度。使用绿迹农事管理系统，农产品产量高于传统模

式80%，生产效率提升50%左右。

绿迹农事管理系统

象山柑橘产业大脑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探索“柑

橘产业大脑+未来橘场”发展模式，贯通种植、加工、流

通、品牌、文化、服务等各环节，综合集成产业链、供应

链、资金链、创新链，实现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盖、数

据全贯通、业务全闭环、服务全集成、一码全管控，提升

预测、预警和战略管理支撑能力。

象山县开发了“脱毒种苗溯源”系统和“一果一码”

系统，系全国首创。“脱毒种苗溯源”应用系统实现种苗

产业“母本园-扩繁园-生产园”的全链路闭环。“一果

一码”系统，将“浙农码”嵌入到果品生产经营主体中，

实现信息自动采集、产品一码关联、质量一码管控，实

现单果数据可清晰查询。通过系统应用，实现母株赋

码650个、枝条赋码1122个、橘苗赋码85598个,橘苗售

价达 100 元/株，枝条售价达 1000 元/公斤。礼盒果品

赋码量98.97万个，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27.67亿元，年

产值达8亿元。

象山柑橘产业大脑

近年来，我省首创“农业产业大脑+未来农场”技术模式，先行建设畜牧业、渔业、茶叶等产业大脑，建立产能预测、风险预警、市场对接、要素

流通等智能模型和功能服务，广泛应用于农业服务领域。本期，我们对省农业农村厅首批推荐的智慧农业发展成果案例中的农业应用场景案例

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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