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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需

要。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发展智慧

农业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强调“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是在农业农村领域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的战略选择。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推进农业现代

化面临不少矛盾和挑战，农业生产效率

仅为非农产业的 1/4 左右，农业比较效

益偏低，资源环境刚性约束趋紧，亟须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改变大水漫灌、粗

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以智能化来实现精

准化，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

建设农业强国的迫切需要。当前，

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

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大的突破，各国

都在抢占制高点。我们必须加力推动智

慧农业赶上来，努力搭上信息化这辆快

车，加速农业强国建设进程。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大力推进智慧

农业建设，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实施

了系列重大项目，不断促进信息技术与

农业产业各环节各领域融合应用，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2022 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27.6%，为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提

供了信息化解决方案，成为推动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一招。但

同时，智慧农业大面积推广应用还面

临着诸多难点卡点。为此，农业农村

部组织开展了智慧农业专题调研，对

全国智慧农业发展情况做了全面系统

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聚焦破解智慧农

业应用落地难点卡点的政策措施，研

究起草了《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

其中，《指导意见》明确了今后一段时

期发展智慧农业的总体布局，充分体

现指导性。《行动计划》是对《指导意

见》的进一步具体化和行动化，突出行

动导向和落地实施的可操作性，确保能

够形成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

为什么要出台
《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

下一步推进智慧农业总体思路是，

按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

的总体布局，聚焦当前智慧农业落地应

用面临的难点卡点，以提高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和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效能为目

标，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加强

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强化应用导

向，加速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方

位全链条普及应用，着力破解信息感知、

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各环节的瓶颈问题，

统筹推进技术装备研发、集成应用和示

范推广，大幅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为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力争到2030年，高端传感器、关键

零部件、成套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装备

取得重大突破，智慧农业标准体系、检

测制度基本建立，技术先进、质量可靠

的国产化技术装备大面积推广，智慧农

业在重点地区、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得

到广泛应用，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35%

左右。到 2035 年，关键核心技术全面

突破，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

业全方位、全链条实现数字化改造，农

业生产信息化率达40%以上。

发展智慧农业的总体思路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目标？

《指导意见》从分类推进智慧农业

落地应用、加快技术创新推广、推动智

慧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等 3 个方面提出

了13项重点任务。

全方位提升智慧农业应用水平。

分别从主要作物种植、设施种植、畜牧

养殖、渔业生产、育制种以及农业全产

业链、农业农村管理服务等 7 个方面，

分类指导智慧农业建设。重点是围绕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农村管

理服务效能，大力探索推广节本增产增

效和重大自然灾害、病虫害预警防控的

信息化解决方案，加快提升农业农村部

门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水平。

加力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先

行先试。包括加快技术装备研发攻关、

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健全技术推广服

务体系等3个方面。其中，智慧农业引

领区重点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先

行先试建设，通过强化政策创设、推动

机制创新、集中用好各类支持措施，打

造智慧农业发展高地，探索形成区域性

的整体解决方案。

有序推动智慧农业产业健康发

展。包括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数据

要素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3个方

面。重点是加快制修订一批智慧农业

共性关键标准与通用技术规范，建立智

慧农业技术装备检验检测制度，建立健

全农业农村数据管理和交易制度，培养

一批符合产业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和

复合型人才，夯实智慧农业发展基础。

发展智慧农业有哪些重点任务？

《行动计划》聚焦智慧农业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瞄准农业农村生

产管理面临的难点问题，部署实施智慧

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领域应用

拓展、示范带动三大行动 8 项重点任

务。

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

动。重点是“一平台”“一张图”“一模

型”，即通过打造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

平台、共建农业农村用地“一张图”、开

发一批基础模型算法，强化智慧农业公

共服务底座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水

平。

智慧农业重点领域应用拓展行

动。重点是“提单产”“育农场”“延链

条”，即赋能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培育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推进农业

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

智慧农业示范带动行动。重点是

“一省”“一模式”，支持浙江省先行先试

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支持科研院校持

续推进智慧农业技术模式迭代创新，探

索推广智慧农场技术模式。

如何确保《指导意见》和《行动计

划》落地见效？

重点从三个方面加强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推进智

慧农业发展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量支

撑，强化总体设计和统筹布局，协同推

进重点任务重大项目落实。细化工作

举措，明确“路线图”“时间表”，确保各

项任务落实到位。组建智慧农业专家

咨询委员会。

强化政策支持。加大已有项目和

政策向智慧农业倾斜力度，加大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等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

的支持力度。充分运用多种资金渠道，

谋划实施智慧农业重大项目重大工

程。支持将智慧农业项目纳入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鼓励引导金融

机构、社会投资等有序参与智慧农业建

设。

做好宣传交流。及时总结宣传智

慧农业的典型经验和先行先试创新做

法，推广新技术新装备，努力营造全社

会广泛关注和参与智慧农业建设的良

好氛围。推动智慧农业国际交流合

作。 本报综合

《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方面？

智慧农业有了发展“路线图”

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明确从今年开始,各地将全面启动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智慧农业重点领域应用拓展、智慧农业示范带动等三大行动，到2028

年底,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先行先试地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基本实现,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32%以上。到2030年，智慧农业发

展将取得重要进展,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35%左右。到2035年,智慧农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40%以上,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

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位于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北港村的南浔区果蔬高新科技孵化园位于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北港村的南浔区果蔬高新科技孵化园，，是一个是一个

集绿色化投入集绿色化投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规模化和工厂化生产规模化和工厂化生产、、农业大数据应用等于一体农业大数据应用等于一体

的数字化农业产业园的数字化农业产业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敏叶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