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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记：A

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48 号
提案的答复

王武闯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建议的提

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利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一批智慧农业示

范点，目前全市建设 12 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4处智慧畜牧业

示范基地，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

一、威海市智慧农业发展情况

一是搭建农业农村大数据信息化服务平台。涉农资源大数据

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以镇为单位，采集测土配方施肥、农安

监管、劳动力、农机具、土地流转等信息数据，形成涉农资源大

数据库，为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信息查询、供求对接

平台，推动农村土地、劳动力、农机服务等生产资源动起来、活

起来，提升变现能力，将小农户拉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二是搭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依托文登区西洋参交易服务

平台，建设千亩物联网示范基地，实现西洋参生产过程各项指标

的全程监控和智能化处理，加强西洋参可追溯体系建设，实现服

务平台交易产品全部可追溯化，打造集生产、服务、市场、交易

等信息于一体的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西洋参信息化交易平台。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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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综合服务平台、浙江构美等机构合作，引入网红带货、抖

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淘宝等产地直播线上销售模式，扩大

我市农产品销量，拓宽农产品线上渠道。

三是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按照“六有”标准（有场所、

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和有持续运营能力），在全市

2495个行政村开展益农信息建设，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实现了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

体验服务不出村，有效解决信息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难题，加快

“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四是培育一批智慧农业示范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一批智慧农业示

范点。2020年，全市建设 12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4处智慧畜

牧业示范基地。到 2022 年，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和智慧畜牧业示

范基地建设数量达 20 个，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

五是发展智慧食安手机 APP。积极探索建设放心智慧食用农

产品批发市场，在全市 4家批发市场推广应用“食安小智”手机

APP，实时采集入场销售者进销凭证、价格、检测、计量等信息，

实现待售农产品采集、交易、安全检测等信息在线追溯和实时查

询。该项工作已被列入今年威海市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六是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出台了《威海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了生产经营主体管理制度，

将农业系统认定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全部

纳入国家追溯平台管理，实行追溯管理“四挂钩”，有力地推动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展开。出台《威海市试行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实施方案》，实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自我承诺与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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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针对食用农产

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兼顾小农户等试行主体，

以蔬菜、水果、畜禽、禽蛋等试行品类，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

二、建立健全农业人才吸引机制

一是激励人才返乡下乡政策进一步健全。针对产业发展需要

和农业农村人才现状，持续加大人才扶持奖励额度，降低人才引

进门槛。近年来，共在农业产业领军人才、技术创新人才、现代

农业技术顾问团队、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金融信贷、农业规模经

营、优质品牌农业建设、农产品加工、乡村规划师团队等 9个领

域出台了人才激励政策，扶持。

二是技术创新人才引进提档升级。推动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

中心与韩中文化经济友好协会签署《人才引进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书》，在专家技术交流互访、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农产品研发、

双方农产品相互认证 4个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年内，引进 15名
国内优秀行业专家组成科技顾问团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档升

级。

三、威海市农产品品牌建设情况

一是加强品牌宣传。与威海光年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在威青高速威海收费站雨棚发布威海农产品广告；与威海广

播电视台签订合同，在威海广播电视台进行农产品品牌宣传；与

山东广电农科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

道进行威海农产品品牌宣传推广，“威海农产 品味自然”“威

海苹果 甜蜜诱惑”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

二是加强品牌培育。组织我市企业申报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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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目前，全市省级知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4个，省级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 32个；连

续 4年组织开展威海市知名农产品品牌评选，目前市级知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10个，市级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 72个。全

市通过以优带强，擦亮威海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三是实施品牌“走出去”战略。组织我市知名农产品品牌企

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申报，其中，威海市翠

虹果品股份有限公司河西苹果基地、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苹果

基地、威海市五十一号农场股份有限公司黄胖子果园被认定为第

五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优选我市 46家知名农

产品品牌企业产品入驻中粮我买网威海馆，拓展我市优质农产品

线上销售和品牌推广渠道。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开展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继续开展慧农业示范基地和

智慧畜牧业示范基地建设，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

开展农业物联网示范建设，通过引导农民了解认识并使用物联

网，进一步扩大物联网应用范围，制定扶持推广政策，对自建物

联网的农业生产单位, 结合我市农业发展规划，给予相关项目资

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在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并

结合益农信息社建设，从多方面、多层次打造智慧农业信息平台，

帮助农民“足不出村、身不出镇”就可以获取各类农业信息以及

通知公告，实现资源融合共享，提升农业服务能力。

二是加强追溯体系推广。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按照整体推进、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逐步完善、部门协作、形

成合力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针对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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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兼顾小农户，在蔬菜、水果、畜禽、禽蛋等

品类领域，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组织实现产地准出

与市场准入有效衔接，推动“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倒逼生产者强化质量管控，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三是继续实施智慧人才工程。加强与科研院校在技术、人才

方面的交流对接，突破一批核心技术，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周

期。利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农民手机应

用技能培训等培训资源，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信息员、基

层农技人员开展智慧农业技能培训，每年培训人次不低于 2000
人次。

四是落实好人才支持政策。制定《乡村振兴产业领军与技术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对农业生产领域的优秀人才和农

业技术领域创新人才分别给予不高于 50万元和 20万元的奖励，

进一步激励发挥人才在农业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支撑作用，引导和

促进专业技术人才向乡村振兴一线流动。

五是加大各类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利用好市级乡村振兴重大

资金、农产品品牌专项等资金，对入围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和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按级别分

别给予申报主体资金奖励，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品牌建

设的良好氛围，着力提高企业发展品牌积极性。

六是推动农业产业品牌化发展。在现有的品牌建设基础上，

我市将围绕苹果、西洋参、花生、无花果、茶叶、大姜、浆果、

大樱桃、甘薯、葡萄、梨、食用菌等十二大特色产业，每个产业

建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引领作用，解决产

业市场主体松散、话语权不强的问题，引导协会承担起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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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对接、品种更新、品牌打造、市场开拓、会员监督等职能，

加快挖掘和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叫得响、受欢迎的农产品品牌。

七是继续加强农产品品牌宣传力度。按照“集中力量、整合

资源、强化培育、扶优做强”的思路，引导和支持企业（组织）

创建、培育、整合品牌。鼓励各类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深度挖掘

产品价值内涵，培育高品质、高价值的品牌。持续加大广告宣传

力度，全年广告宣传全覆盖、无缝隙。不断扩大威海农产品社会

影响力和知名度，叫响“威海苹果 甜蜜诱惑”“威海农产 品味

自然”品牌形象。

尊敬的王武闯委员，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心和

重视，今后请您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

见和建议，促进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水平。

以上答复不当之处，请指正。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 6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