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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取得的成果

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



1.1.11  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武清区总体概况：
    武清区土地总面积1574平方公里，辖29个镇街，695个行政村，人口87.1万。

区位优势：中心城区距北京市区71公里，首都机场90公里，天津市区13公里，天津港71公

里。区内现有6条高速公路、12个出入口；京津城际在城区设经停站；配套建成“九横九纵”

路网体系，构建起到京津半小时交通圈。

经济发展情况：2013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1.05亿元；三级财政收入192亿元；一般预

算收入73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52元。

产业优势：2013年农业总产值80亿元，粮食、蔬菜、奶牛是武清农业的优势主导产业，产

业规模均占全市三分之一左右。



1.1.22  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在具体建设实践中，我区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有机结合。2013年
在环渤海绿色农产品物流中心建设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先期启动了农业信息化平台、名优农产品展
销平台、农产品检测平台。

2012年初，武清区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2013年初，我区被农业部、财政部评定为全国2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之一。
2013年6月，我区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40个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之一。



              今后两年将着力实现今后两年将着力实现““一个综合服务
平台、三个专业平台、五大通道、十个应
用系统””建设目标。建设目标。

1.1.33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1.1.33.1.1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武清区粮食高产创建综合支撑服务系统：
   建设覆盖全区的粮食高产创建信息化平台。横向覆盖全部粮食生产支撑服务部门、纵向覆盖武清全区粮
食生产服务系统，实现对粮食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监察，为粮食生产增产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设施农业物联网信息化系统：
   通过在大棚内安装物联网数据采集装置和
高清摄像装置，实现生产信息的智能采集，
生产数据的无线传输，生产管理的远程监控，
使农作物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提高产品的
整齐度，确保蔬菜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
达到蔬菜产品生态、安全、优质、高效的目
的。



农业资源优化及农业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建设横向覆盖全部监管部门、纵向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
业资源优化及农业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实时
可视化监控监察，形成覆盖全区的监管网络，促进农业资源管
理长效机制、运行监控机制的建立，推动农业资源管理深入开
展。

智慧畜禽养殖物联网信息系统：
  在畜禽产品生产过程中，应用集传感器、智能监测与
控制、移动通信等于一体的设施化养殖系统，实现畜禽
育种及养殖、肉蛋奶生产、饲料生产、养殖场管理、畜
禽舍环境控制、疫情监测及防治等方面的自动化、智能
化。 

1.1.33.1.1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高标准奶牛养殖小区成为武清区畜牧业主导产业 



农产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系统：
   实现各层级会员管理、供应商商品发布、承销商在线下单交易、订单结算、交易管理、担保授信等全程电子
商务管理。形成“从田间到舌尖”的完整产业链，由市场有效需求带动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区域化、专
业化、规模化水平。具有为农民及时提供准确的市场行情信息服务，正确引导生产经营的重要现实意义。 

武清农机监管监理及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实现机动车辆档案录入、驾驶证档案录入、机动车辆查询、驾驶证查询，还包含了闲忙时农机调度等功能。

1.1.33.1.1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休闲都市农业系统及360度全景漫游：
   休闲都市农业及360度全景漫游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
新型消费业态，使城市居民便捷直观地体验农业生产乐趣，促进
农民增收，使农业变成高效而快乐的产业、农村变成美丽而幸福
的家园、农民变成富裕而又有尊严的群体。

农业生产经营监测预警及决策支持系统：
   通过对气象、苗情、农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
生产经营情况等多维信息的搜集、整合、挖掘、分析，及时了解
农业投入品及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并将相关
情况及时传递到农民、农业经营主体手里，早期预防农业灾害的
发生，并为应对农业灾害提供正确有效的应对策略。

1.1.33.1.1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智慧农村经营管理及村镇信息化服务系统意义：
   建设覆盖全区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及基层站区域站综
合管理服务系统。为个体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管理提供
案例分析、经营运作管理指导、市场行情预测、为农民进行
生产经营提供便捷的技术与实战经验指导。

效果：
    借助现代网络通讯技术，使农民直接分享各种科技知识与
市场信息，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民享受现代社
会文明的成果，推动科技、文化、社会事业发展。

1.1.33.1.1系统介绍系统介绍



五大通道五大通道

互联网       短彩信      移动互联网      语音      IPTV



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取得的成果

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



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做好“智慧农业”的顶层设计，完成部分尚未开发完成的
应用系统，整合现有的农业信息化应用系统，使之与智慧
农业服务平台无缝衔接，并与天津市农业信息化平台数据
共享，着力推进信息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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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4年底前完成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管服务、粮食高产创建综合
支撑服务、智慧农机监理监管等应用系统的开发，完成成“一个平台、
一个云架构的数据中心、一个指挥调度及三农服务大厅、五大通道、
十个应用系统”的农业信息化框架。

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升级实施农业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加快推进了物联网技
术在设施农业、食品安全、小城镇建设、农民生活等方面的深度
应用。重点升级了北国之春示范园、金锅生态园、农情缘等农业
物联网点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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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北国之春农业示范园

金锅现代农业示范园

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建设完成农产品电子商务与都市农业公共服务平台，
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与都市
农业体验式营销模式，融入到武清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更加便捷、直观地推广、销售武清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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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打造出田水铺青萝卜、黑马蔬菜、西肖庄黑色系列农产品、

益捷绿色食品猪肉、绿翅肉鸡、东马房豆制品等一批在京津地

区乃至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电子商务模式。

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实施农村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程，进一步拓展农村信息

服务覆盖范围，扩大信息服务资源聚集规模，加强信息服

务载体建设，建立多元化市场运作机制，构建信息服务可

持续发展支撑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村信息服务质量和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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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村级信息服务站网站首页

22.1.1取得的成果取得的成果



武清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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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

加强物联网建设，建成覆盖全域、全产业的物联网采集点位

      通过智能数据采集终端、传感器、智能控制装置等系统设备

的应用，在全区建成30个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点，站点包括设

施农业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特色种植等基地，建成后

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性，

为建设智慧武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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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

02  实现物联网与休闲农业的有机融合
    
    通过休闲都市农业信息服务系统以360度

全景漫游的方式将武清休闲农业全方位的展

示给消费者，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提供了极

大方便。下一步，武清将依托良好的区位优

势，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通过物联网

将美丽武清更多更好的自然旅游资源、人文

旅游资源呈现给消费者。

北运河郊野公园房车基地

大黄堡湿地

大孟庄镇后幼庄村景色



3.1 3.1 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下一步提升完善的重点

03 实现物联网与电子商务的有机融合

    依托“津农宝”电子商务平台，搭建了武清

特色农产品专区。通过物联网与电商的有机

结合，创新了订单销售新模式。消费者线上

直接点击订购对应的农产品，实现了生产过

程可追溯。下一步，我们还将增加武清农产

品展示数量，丰富农产品品种，全面打造武

清放心农产品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