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河生态园智慧农业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升香河生态园科技化水平，实现园区产业发展

“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现代化、 智能化”，根据《十三五”

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规

划(2018-2025 年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要求及 2018

年、 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结合香河生态园实际情况，拟

实施智慧农业项目，现将方案汇报如下：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目标。依托 5G、卫星遥感、大数据及物联

网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管理服务公共

平台，服务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生产科技化、农业经营信息

化、农业管理智能化、农业服务在线化、环境监测智慧化、

产品溯源全程化， 实现降本增效 。

（二）建设标准。 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要求，

实现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5%以上，生产经营主体及其产品

可追溯率达到 80%以上，园区农产品抽检合格率 99%以上。

（三）基本要求。物联网及大数据得到广泛应用以便有

效决策；建立对动植物本身及环境反应的监测系统以便实时

预警；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记录、辨别和诊断以便产业链全

环节可追溯。

二、背景现状

（一）政策背景。徐圩新区目前正全力打造“智慧徐圩” ，

智慧农业作为“智慧徐圩”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迎头赶上国家

政策的大力扶持，农业十三五规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乡村振兴、质量兴农等政策的落地，均对智慧农业作出

了部署并提出了要求。

（二）产业背景。目前，三农资源不平衡、农业生产效

率低、农村环境污染重、农民素质不均衡及食品安全等问题

严重制约着香河生态园产业发展。

（三）技术背景。当前互联网 +农业等新型业态蓬勃发
展，B2B、B2C、O2O 等商业模式已非常成熟，无人机、农

业机器人、物联网等大量新技术运用到农业领域，科技与农

业结合越来越紧密。

（四）项目现状。目前，香河生态园农业产业为传统的

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被动的依靠人工、经验及天时，不仅

生产力低下，而且实现稳产增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背景现状，香河生态园实施智慧农业势在必行。

三、实施内容

香河生态园规划布局健康水产、绿色蔬菜、绿化苗木、

生态年猪、立体种养、物流加工等六大产业项目，基于此，

拟规划实施 “1+3+N ”的智慧农业格局， 1为 1 个大数据中心，

3 为“农业物联网”、“农产品追溯”及“园区综合管理”的三大管理

平台， N 为 N 个产业软件子系统。

（一）农业物联网。基于智能传感器，远程控制、遥感

定位、地理信息系统及视频监控的智能物联网生产管理系统

平台，利用 PC 端以及手机移动端两种方式对农业现场的环

境进行监测以及控制。

（二）农产品追溯。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二维码

等技术，建立全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助力提升农

产品的价值和品牌，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打

造方便易用覆盖广泛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



（三）园区综合管理。基于物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通

过信息化带动产业化，整合外部资源，打造集环境监测、展

览展示、生产管理、产品溯源及辅助决策于一体的综合性管

理平台；远期结合农业公园及产业特色， 逐步发展休闲农业。

四、实施计划

香河生态园智慧农业坚持 “顶层设计、整体规划， 分步实

施、注重应用”的原则， 一张蓝图绘到底， 根据园区产业发展

需求及实施进度， 分期分批 组织实施。

（一）项目前期阶段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项目调研、考察及对设计方案
的合理论证；

◆2019 年 10 月底前，与市农业农村局、科技局、财政

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对接，在项目审批、项目评价及财政补助

等方面了解相关政策；

◆2019 年 11 月底前，对接沟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

中国联通三家通信供应商，做好主网络铺设前期工作。

（二）项目建设阶段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智慧农业总体设计及园区综

合管理平台搭建及临时信息中心建设；完成林下养鸡及生态

修复区等产业项目智慧化建设。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园区综合管理平台优化升级；

完成海产品养殖、蔬菜基地、生态年猪等农业产业项目智慧

化建设。

◆2021 年底前，完成休闲农业、冷链物流、管理服务区

及其他产业项目智能化建设；初步建成智慧园区，实现园区

内所有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业生产全过程质量监管、实时图

像、大数据分析、决策支撑等功能目标，满足现代农业智能



化生产的基本需求。

（三）项目投入使用阶段

项目建成后， 能够明显的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园区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园区产品全过程可追溯，智慧

农业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年培养智慧农业人才 5 人以上，

年接待智慧农业参观人员 120 人以上，每年在园区举办智慧
农业学术会议 2 次以上。

五、组织领导

（一）组建智慧农业项目组。智慧农业是一项多学科交

叉的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硬件及网络相互作用，涉及互联

网、物联网、视频监控、遥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网

络传输、植物学、生

态学、畜牧学、环境

监测等学科， 基于此，

建议组建智慧农业项

目组，设组长一名，

副组长二名，组员若

干，如右图所示：

（二）设立智慧农业外部专家组。智慧农业是复杂的控

制性工程，其建设及运营不仅需要专业的人员，更需要优秀

外部专家，新技术的应用及新工艺的推广均需相应的技术标

准，基于此，建议设立智慧农业外部专家组为香河生态园智

慧园区建设提供头脑风暴。

（三）建立奖惩分明的考核机制。对于智慧农业项目全

体成员，建立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目标、以过程为节点

的可量化、可操作、易考核的 KPI 指标体系，明确责任，奖

惩分明，促进项目的快速推进。



六、运营管理

（一）运营模式。智慧农业项目建成后，拟委托专业且

富有经验的企业或科研院所等单位代为管理， 一是 可以快速

实现项目高质量的运营，降低时间成本； 二是可以充分利用

代管单位专业人员及经验，降低人力成本； 三是 可以派遣项

目组人员学习，快速培养自己的人才。

（二）运营考核。为确保管理目标的实现，拟对代管单

位设定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效率及团队士气等运维指

标，对代管单位进行系统的评价考核，并对考核结果划分为

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等四个等级， 考核结果与代管单

位的代管费用直接挂钩 。

七、投资效益

按照数字农业及精准农业协同发展的思路，依托现代科

技手段，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实现降本增效，提升香

河生态园品牌价值， 最大程度增加智慧农业带来的效益。

（一）经济效益。实现农业产业年产值提升 10-20% ，

节省人工 30-50% ，节省农资（化肥、农药等） 10-20% 。

（二）社会效益。带动当地村民科技认知水平，实现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0% 以上。

（三）生态效益。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保持土壤肥

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新区环境的影响。

（四）品牌价值。提升品牌社会认知度及大众认可度，

实现品牌价值提升 1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