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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举办“苏农云”交流座谈会

为保障江苏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云平台（“苏农云”）顺利上

线，省农业农村厅分别于 10 月 14 日、10 月 19 日、11 月 2 日

组织召开“苏农云”智慧畜牧、政务服务、乡村发展等板块交流

座谈会。座谈会上观看了“苏农云”宣传片，介绍了“苏农云”

总体建设情况，现场演示了省农业农村厅数字工作平台、江苏

省农业农村智慧大脑。有关处室（单位）负责人分别就相关板

块及业务系统建设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

省农业农村厅曹丽虹副厅长强调，要切实用好“苏农云”

云平台，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统

筹考虑行业发展新形势新需求，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

提高管理服务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共同推动“苏农云”

与时俱进、提档升级。

（省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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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数字农药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药管理条例》，大力推进“互联网+农

药”监管，着力构建“一网统管”新格局，切实提升农药管理信息

化水平，11月 8 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农药管理系统视频

培训会，唐明珍总农艺师出席培训会，并宣布江苏省数字农药

监管平台和江苏省农药经营电子台账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同时就平台系统下一步推广应用进行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各地

聚焦平台系统功能发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数据安全管理和成效检查评价，稳步推进平台系统推广应用。

江苏省数字农药监管平台和农药经营电子台账管理系统构

成了“苏农云”智慧种植业板块的农药管理系统。数字农药监

管平台已建立涵盖全国农药登记证、全省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农药生产经营单位等公共资源数据库，整合全省 24 家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184 家农药生产企业、2 万多家农药经营单位、全国

近 8.7 万个在册农药登记证等数据信息，初步形成了农药基础信

息“一张图”。平台包含了农药审批、监督管理等业务审查管

理模块，可实现预警分析、辅助决策和精准监管。农药经营电

子台账管理系统是依托数字监管平台开发的辅助应用系统，上

线后免费向全省农药经营单位开放使用，可提供农药日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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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货、销售和库存等操作记录功能，具有信息录入便捷化、

操作页面定制化、经营数据电子化等优势。该系统的推广使用

将为全省探索推进农药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农药实名制购买定

额制使用，实现农药减量增效持续发挥作用。

（省农药总站 供稿）

省农业农村厅加快推进
渔业安全生产数字化建设

为提升渔政工作数字化水平，推动实现覆盖数字船管、渔

港监管、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指挥调度等环节的数字化管控，

10 月 31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了江苏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

监管系统建设推进会。会议听取了前期系统建设的情况汇报，

讨论完善了系统建设的需求和实施方案，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曹丽虹副厅长、孙翔副厅长、马德云二级巡视员

出席会议，厅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及系

统建设有关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

江苏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监管系统旨在建设一个数据同

源、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统一高效的省级一体化渔业安全生

产监管平台，内容包括“1 个中心”“3 个平台”“1 套规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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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汇聚全省所有渔船、渔港、船员等信息形成数据库，建立

多样化的渔业大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一站式信息研判、统计分

析等服务。监控平台通过北斗、AIS、视频等终端设备的融合应

用，实现渔船进出港动态管控、渔港全方位视频监控、海上全

时空船位监控；业务平台推进渔业管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为渔船管理、渔业行政处罚、渔业组织化管理、渔业互助保险、

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等提供一体化一站式服务；指挥平台为海上

联合执法行动、事故险情应急救援、防台风应急处置等提供统

一指挥与调度。标准规范为全省各市、县海洋渔业安全信息化

系统（平台）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

（省农业农村厅智慧渔业专项小组 供稿）

省农业农村厅智慧畜牧业专项小组
加快推进智慧畜牧建设相关工作

为深入推进智慧畜牧建设，省农业农村厅智慧畜牧业专项

小组统筹推进智慧畜牧信息系统建设及智慧畜牧标准化体系建

设。一是进一步完善智慧畜牧信息系统建设。10月 14 日，省农

业农村厅智慧畜牧业专项小组组织召开“苏农云”智慧畜牧板

块信息系统建设专题交流汇报会，省农业农村厅曹丽虹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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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日进总畜牧兽医师参加会议，听取智慧畜牧信息系统建设情

况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为优化系统建设，对智慧

畜牧系统中的生产月报、养殖、种质资源、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饲料等模块开展试点应用，并根据试点反馈意见进行调整

优化。组织编制《江苏智慧畜牧信息系统应急预案》，保障系

统安全运行。二是加快推进智慧畜牧标准化体系建设。省农业

农村厅智慧畜牧业专项小组开展智慧畜牧产业园和数字牧场相

关建设指南编制工作，组织技术推广单位、科研院所、龙头养

殖集团等单位相关专家对生猪、奶牛、蛋鸡、肉鸡等不同畜种

《规模化养殖场数字化建设指南》进行研讨修订，加速推进智

慧畜牧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标准化在畜牧产业数字化

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省农业农村厅智慧畜牧业专项小组 供稿）

省农业农村厅智能农机装备专项小组
推进农机数字化建设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行发处近日组织厅农机数字化工作专项

小组成员单位及部分互联网企业，就“苏农云”智慧农机化板块

建设及相关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开展技术交流，深入分析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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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化大数据及数字化建设的目标、内容、措施、路径和应用

前景，对共促共建具有江苏特色的农机数字化新体系进行探讨。

同时，进一步部署推进农机购置补贴、推广、鉴定、监理、作

业、报废更新等信息化系统（平台）融合，依托“苏农云”智慧

农机化板块，全力打造江苏农机化大数据“资源池”和“机慧来”

农机化应用与管理平台，着力提升农机数字化实时监测、决策

指挥、安全生产和应急调度等综合应用能力，加快实现“数字化

赋能农机化，农机化率先数字化”。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行发处 供稿）

淮安市专项督查推进全市农业数字化建设

11月 4 日，淮安市组织开展农业数字化建设专项督查，市

政府邱华康副市长、张伟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谢鹏局长、

周凤建总畜牧师等深入农业数字化建设基地，督导检查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

督查组重点了解市级“淮农云”数据中心、清江浦区武墩街

道优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洪泽区同玉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孵化

场、盱眙县马坝西瓜产业园等数字农业基地的建设进展和应用

情况，现场观看了自动避雨、通风降温、水肥一体等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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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远程查看了种鸡饲养、鸡苗孵化等智能化应用。邱华康

副市长指出，数字化是未来发展趋势，数字农业大有可为，要

加快步伐开展农业数字化基础性建设，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

紧密结合农业发展，提高数字化实用性、服务性，增加经济效

益，同时要注重培养年轻带头人、引进专业型人才，助力农业

农村数字化发展。

（淮安市农业农村局 供稿）

连云港市做强农业电商产业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连云港市依托数字农业农村基地建设项目和农村创业创新

创意大赛，示范带动电商发展，形成“龙头引领、特色集聚”的

电商发展新格局，加快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一是打造品

质标准，擦亮产品品牌。推出全省首个地市级农产品公用品牌

—“连天下”，将全市 1.96 万家农业生产主体，纳入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进行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提升连云港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助推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二是注重人才培育，

拓宽电商销路。依托“‘e 起致富’苏货直播新农人培育行动”、农

产品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和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周等活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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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线上线下电商职业技能培训130余场，累计培训2.3万余人次。

举办第三届中国·连云港 518网络购物季系列活动，今年三季度

全市农业电商销售额达 209亿元，农产品网上销售额 199亿元。

三是补齐物流短板，加速鲜货进城。加强与物流企业的合作，

采取“驻村”“进厂（场）”等方式为电商提供定制化寄递服务。建

成赣榆区电商物流产业园、抖音（连云港）生鲜电商直播基地

等产业集群，形成生产供应、直播带货、仓储物流的行业闭环

链条。依托 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冷

藏保鲜设施 40 余个，提高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能力。

（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 供稿）

仪征市召开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推进会

11月 4 日，仪征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推

进会，对当前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工作开展研

究部署，要求全市以营造氛围、需求牵引、示范推广、政策扶

持为抓手，围绕“三个重点”提升数字农业建设水平。一是推广

物联网技术装备应用。以建设智能化设施应用为目标，引导新

型经营主体在设施园艺、畜禽、水产生产等方面重点发力，探

索信息化技术应用新模式。二是创新数字基地建设。结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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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农业农村基地建设，加快农业

数字化改造升级，建立可应用、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农业发

展路径。三是深化大数据场景应用。依托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

建设，加快农业数据整合共享和有序开放，大力提升数字化生

产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生态体系。

（仪征市农业农村局 供稿）

海安市蚕桑产业探索从规模化
向数字化升级路径

海安是全国闻名的“茧丝绸之乡”和“湖桑之乡”，蚕桑产业是

传统富民产业，也是绿色生态产业。至 2021 年，全市拥有桑园

面积 6 万亩，全年养蚕 13 万张，生产蚕茧 5200 吨，产值 3.1

亿元。建成蚕业农场 200家、蚕桑科技示范园 10 家，现有茧丝

绸深加工企业 42家。

为加快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海安市蚕桑产业高质量发

展，海安市农业农村局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聚焦蚕桑主导

产业，建设海安市桑蚕丝特色大数据系统。该系统提供全市桑

叶种植分布及长势监测、桑叶农场分布及产量估产等服务，利

用数字化手段辅助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加强产业融合，致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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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桑蚕茧亩收益，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同时，系统结

合桑叶大数据分析，预估预警桑蚕茧养殖产量和生产风险，引

导农户合理种植，防止桑蚕茧价格大起大落，实现促农增收目

标。

下一步，海安市将继续深化蚕桑全产业链大数据应用，加

快蚕桑产业从规模化向数字化升级，结合现代化先进设备，推

进桑园管理智慧化、饲育过程智能化、蚕种生产精细化，以“硬

核”新机具赋能传统蚕桑业“破茧重生”。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 供稿）

建湖县抢搭数字化快车
带动优质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

今年以来，建湖县以省“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

县为契机，加强组织发动，强化政策扶持，突出数字赋能，带

动全县优质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一是推进生产智能化升级。以渔业产业园区和大型水产养殖企

业为载体，推广应用水体环境实时监控、饵料精准投喂等智能

化养殖技术，实现从蟹种到商品蟹生产全过程数字化改造升级。

全县新建和提升建设大闸蟹数字化生产基地 25 家，总面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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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亩。二是推进产品网络化营销。发展直播带货、社区营销等

电商新模式，推动以大闸蟹为主的特色农产品网络交易。积极

打造“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网红直播基地，已开展直播活动

500 多场次，销售额近 2500 万元。三是推进流通数字化改造。

依托建湖县华益螃蟹交易市场，全面开展市场交易流程数字化

改造，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商户加盟市场，年交易额达 40

亿元，推动大闸蟹产业化集聚和专业化运营。四是推进企业品

牌化建设。培育塑强“遇建湖鲜”区域公用品牌，重点打造九龙

口大闸蟹、建湖大米、九龙口冲浪鱼、建湖青虾等一批绿色生

态农产品品牌。10月 10 日，“九龙口大闸蟹”冠名的和谐号列车

从上海虹桥站首发，建湖优质农产品搭上了“中国速度”数字化

快车，品牌知名度加速提升。

（建湖县农业农村局 供稿）

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农业农村

部大数据发展中心、省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厅推进

农业数字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各设区市、县（市、

区）农业农村局，厅各处室（单位）、宁外直属单位。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推进农业
数字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7日印发


	（省农药总站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