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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数字农业的顶层设计

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部近日制定印发的《共同
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方案
（2021—2025年）》中提到，力
争到2025年，山东现代农业强
省建设实现重大突破，80%以
上的涉农县（市、区）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在关于推进智
慧农业发展的措施中，特别提
到支持淄博市打造数字农业
农村中心城市。

近年来，为了确保数字农
业农村建设方案顺利实施，淄
博市高点谋划、创新突破，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挂帅的工作
专班，设立了淄博市数字农业
农村发展中心，组建14个专项
工作组，分线作战、集中攻坚，
仅用2个月时间，就与阿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首个

“盒马市”落户淄博，阿里数字
农业产业中心（山东仓）被确
定为山东省重大项目。

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打造数
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的行动
方案》的通知中提出，到2025
年，以全市数字农业农村智慧
大脑为引领，涵盖农业农村各
环节、各要素、各领域的普惠
开放型数字化网络初具规模；
初步完成农业优势产业全链
条数字化改造，数字技术在基
层治理、服务供给、生态环保、
人居环境等领域得到普遍应
用，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
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
便捷化水平大幅提升；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
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
农业农村应用模式，建成在全
省乃至全国具有显著影响力
的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

淄博不仅在全国地级市
中率先出台了《关于打造数字
农业农村中心城市的行动方
案》，还被农业农村部批准为
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

淄博数字农业突飞猛进
的底蕴来自哪里？

淄博数字农业基础雄厚

“淄博市作为老工业城
市，早就尝到过工业自动化带
来的甜头，所以在农业方面，
很快就接受了数字农业的推
广。”说起淄博市数字农业迅
猛发展的原因，山东大学教授
姜远茂给出了答案。首先，淄
博市领导层面具备创新的观
念，接受新事物快，紧跟社会
发展的形势；其次，淄博市工
业发达，劳动力缺乏，需要数
字农业的技术替代人工；第
三，从社会整体层面分析，淄
博市过去工业基础雄厚，整个
社会环境对新事物接受起来
也容易。

确实如此，淄博市通过实
施乡村产业振兴的产业融合
工程，目前已经创建国家级产
业集群2个，建设国家级产业
强镇4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14个，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3个、田园综合体2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达到9102家，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达到5239家。
此外，淄博市级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达到184家，固定资产净
值53.8亿元，营业收入达190
亿元。

可以说，淄博市的农业企
业规模庞大，数字农业发展正
逢其时。

在资金方面，市级财政设
立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
金，组建市农业发展集团，撬

动工商资本、金融资本投资数
字农业农村136亿元；建成智
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完善数
字农业信贷担保机制，担保贷
款38.9亿元，贴息1.4亿元。在
用地方面，搭建了承包土地确
权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和产权
交易抵押融资平台，实施重大
项目“一事一议”。

淄博数字农业的人才支撑

发展数字农业自然离不
开人才支撑。为此，淄博市组
建了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
设专家指导组，固定了院士长
期合作机制，柔性引进14位数
字农业顶尖智库专家。

人才支撑不但解决了长
久以来诸多“卡脖子”问题，而
且大幅拉低了生产成本。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践行山东理工大学
教授、法国欧洲科学院院士、
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
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兰
玉彬提出的生态无人农场理
念，依托生态无人农场云端大
脑系统，结合5G、图像识别、卫
星遥感、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驱动各类无人驾驶农机装备
实现自动化作业，实现安全可
靠、环保节能的农业作业，打
造了全国首个生态无人农场。

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省
农科院合作，先后培育新品种
20个，攻克了香菇菌种长期依
赖日本进口的“卡脖子”问题。

“最早的时候，菌棒生产
从装袋到上架全靠人工，需要
六七十个人协作。现在我们
生产线上只有一个维修工和
一个质量检验人员，两个人就
完成了过去几十个人的工

作。”山东源河食用菌种植有
限公司副厂长段升斌告诉记
者，以前一天最多生产两万多
根菌棒，现在能生产十万根，
这就是数字化农业带来的
效益。

山东源河食用菌种植有
限公司是山东七河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河
生物）全资子公司，是沂源县

“双招双引”重点项目。
“我们香菇产业的生产设

备和工艺全球领先。”段升斌
告诉记者，做菌棒最重要的是
菌种，七河生物有专门的研发
团队，目前和上海农科院、山
东农业大学等知名院校联手
进行开发。

淄博农业将接入“智慧大脑”

淄博数字农业建设成绩
喜人，未来前景更值得期待。

不久的将来，淄博市农业
农村智慧大脑综合服务平台
将出现在大众视野内。据介
绍，该项目建设以“1121+N”
为核心内容，覆盖淄博市5965
平方公里范围，可以说，淄博
的田间地头都将纳入“智慧大
脑”的视野。

这一项目基于天空地一
体化数据体系建设，涵盖了
部、省、市、县等多级信息化系
统，开展农业农村业务数字
化、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建设，
满足政府决策者、业务管理
者、产业主体、社会公众的应
用需求。

所谓“1121+N”，包括1标
准，即农业农村智慧大脑数据
标准规范体系；1平台，即农业
农村智慧大脑数据管理平台；
2中心，即农业农村智慧大脑
数据资源中心和农业农村智

慧大脑数据展示与指挥中心；
1服务，即农业农村智慧大脑
数据决策分析与公共服务平
台；N应用，即涉及产业振兴、
美丽乡村、为农服务等方面的
若干数字农业农村业务应用
系统。

早在2019年，淄博市农村
光纤宽带网络、4G网络覆盖率
就已经超过80%。目前，淄博
已经建成智慧农业应用基地3
家、智慧蔬菜示范点15个，市
级智慧农业云平台指挥服务
中心完成了80%的益农信息
社建设，还创建了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县2个、“电商小镇”1
个。禾丰种业、中以果业和得
益乳业获评智慧农业应用基
地，得益乳业获评省智能牧
场，思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获
评省“互联网+现代农业”培育
型科技创新企业，禾丰种业生
态无人农场循环农业获评省
5G产业试点示范企业及项目。

2020年7月，淄博市高标
准制定了《关于打造数字农业
农村中心城市的行动方案
（2020—2025年）》；2021年3
月，《淄博市国家农村改革试
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出台，确
定5项重点任务、10项带动工
程、10大支持政策，着力推进
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
融、云乡村“五朵云”建设，不
断完善改革试验制度框架和
政策体系，搭建了数字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波

从顶层设计到田间地头

淄博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的“数字逻辑”

“我们的食用菌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功不可没。”山东源河食用菌
种植有限公司副厂长段升斌自豪地说。

走进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山东源河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智慧工厂，自动搅拌、自动装袋、
智能灭菌、自动接种、自动刺孔、自动脱袋、自动码垛……一幅现代农业智慧工厂的场景展现在
人们面前。

大数据与农业碰撞，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耀眼火花，加持了数字化农业的美好愿景，正
在淄博的沃土上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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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种业无人收割机正在作业。

纽澜地全链路数字化控制中心的大
屏幕上，实时呈现黑牛养殖、生产、物流等
各环节情况。

七河生物自动化生产线上生产出来
的菌棒正准备运往全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