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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是为农户提供农资调度、农技服务和农机调度等信息,转变农业社会化

服务方式,有效解决农户之所需。本文结合信阳农事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现状,并针对运行初期存在问题,

提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可持续运行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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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is to provide farmer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agricultural materials dispatch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ervice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ispatching, 

change the way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needs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Xinyang agricultural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and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arly stage of ope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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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信阳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是以服务信阳市优质稻米、弱

筋小麦、茶叶、油茶、畜禽和水产等六大主导产业和油菜、花

生、蔬菜、红薯、食用菌和中药材等六大特色产业为重点,集成

式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所需农资、农技、农机等综合服务,

助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本文以信阳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在市县乡开展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为试点,探索农技推广新模式,以点带面,

推动农技推广模式创新,并取得积极成效。 

1 农事中心建设现状 

1.1发展规模逐渐壮大 

信阳市下辖8县2区,202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262.64万亩,

累计组织投入大中型拖拉机6.9万台次,联合收割机2.5万台次,

烘干机900台套,总产116.35亿斤；为了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不

足,有效应对了小麦收获遭逢烂场雨、水稻收获期间持续阴雨等

极端天气影响。信阳市政府按照“统筹规划布局、差异功能定

位、统一资源共享”的要求,在全市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包

括1个市级农事服务中心、10个县级农事服务中心、30个乡镇农

事服务站,架起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桥梁,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1]。从2024年6月至今,农技人员和乡

土人才登录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近3万次,累计农户

用户量达6万户,调度农业机械5万台次以上,为农户提供在线技

术咨询近10万次。 

1.2总体布局 

在全市范围内,根据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按照“1+1+N”方式

分级分批建设农事服务中心(站),各级农事综合服务机构功能

相互补充,根据需要逐步完善。第一个“1”,即建设一个市级农

事服务中心；第二个“1”,即每个县区建设一个县级农事服务

中心；“N”,即各县区因地制宜,在每个乡镇建设1个以上农事服

务站。服务功能因地制宜,不要求与市级、县级相同。目前,市

县乡三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己完成,可以为农户提供农业

技术在线咨询、视频通话、农机和农资调度等服务。 

1.2.1硬件设施建设：包括中心调度场所、数据中心、LED

屏幕通信设备、监控设备、交通设备、空调、办公桌椅、辅

助电梯等,确保农事服务调度中心具备高效的信息处理和调

度能力。 

1.2.2软件系统建设：利用信阳市联通公司和信阳市数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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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联合开发了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分为农资、农技

和农机三个版块,全市共有农资门店1811家、农技人员3466人和

乡土人才613人、农机73000多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服务的

精准调度。 

1.2.3人员队伍建设：从种植业、畜牧、水产和农机等农技

推广部门共抽调3466人和乡土人才613人,逐步建立一支具备农

业技术、信息技术、管理等专业知识的服务队伍,为农民提供专

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1.2.4手机版小程序：为了方便农技人员、乡土人才和农户

使用,开发了手机版农事综合平台。手机版农事综合平台包括农

资模块、农技模块和农机模块。农资模块包括农资门店的区域

检索、店铺详情和地图查看等；农机模块由公告、农机作业、农

机补贴等组成；农技模块由首页(农技知识库、专家指导、信息

公开、通知公告)、问专家(农业技术人员和县级乡土人才)、农

产品推介、信息公开等组成。问答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

对农技人员、县级乡土人才提出问题,由农技人员和县级乡土人

才进行答复,目前己注册使用手机版小程序的用户达6万户以上,

每天新增注册用户在1000户左右。 

1.3不断创新运营模式 

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具备“3+X”综合服务功能,

“3”是指三个主要服务功能,即农机调度、农技调度和服务、农

资调度。“X”是指随着服务功能开发拓展,逐步增加的服务功能,

如农产品溯源体系等。 

1.3.1农资调度：把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农药、农

膜等各类农资的种类、数量等信息整合建档,包括供销社在全市

布局的农资购销服务网点、市场上各类农资经销户等。 

1.3.2农技调度和服务：把全市的农业技术力量整合进去,

包括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体制内各级农业技术人

员,体制外乡土人才等农业土专家[2]。 

1.3.3农机调度：把全市农机力量,包括耕作机械、播种机

械、管理机械、收割机械、收储机械、运输机械等主要农业机

械全部纳入。 

依托农事服务机构各类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展“线上下

单+线下上门”服务,推行“保姆式”全程托管、“菜单式”多环

节托管、“点单式”单环节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满足农户多样

化服务需求。鼓励农事服务机构与农户等服务主体签订农事

服务协议,建立市场化运营可持续、农民得实惠的长效运行机

制[3]。 

2 经验效果 

2.1经济效益 

预计2025~2027年,市县乡级财政累计投入1000万元,调度

农业机械10万台,调度农资30000万元,推广农业新技术10项、新

品种15个、发布农业信息500条等；调度农业机械10万台,节约

运输成本2000万元,降低机耕机收成本5000万元；调度农资

30000万元,降低农资成本2000万元；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发布农业信息等,使信阳市粮食产量增产在5%左右,达5亿斤,计6

亿多元。三年累计经济效益2000+5000+2000+60000-1000=68000

万元。经济效益显著,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养大户在降低

农业机耕机种机收和运输成本,降低农资成本,提高粮食作物产

量等。 

2.2社会效益 

农事服务中心建成信阳市区域性农机调度中心、农技调度

和服务、农资调度中心。收集、整理、分析农业生产、市场需

求、政策动态等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为农民提供决

策支持；根据农民需求,协调农业服务资源,实现农机作业、农

业技术、农资供应等服务的及时调度和高效配置；在自然灾害、

生物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进行

应急处理,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日常农事服务调度、视频会议、

市本级会议、市县(区)业务工作会议综合应用。为全市农业生

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 

2.3生态效益 

推广农业先进生产技术,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主要通过生物

和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即便通过化学方法,也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注意用法、用量和施用时期,达到节药目的；水肥

管理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达到节肥目

的。把农药、化肥用量降到较低程度,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生态效益极其显著。 

2.4项目持续性 

市县农事服务中心和乡级农事服务站一经建立,可多年

连续使用,只需要网络维护和农技人员管理即可,不需要重复

建设。 

2.5推广应用价值 

农事服务中心可以充分调度农机、农资、农业技术,为农业

生产和服务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利用农事服务站,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对于灾年,

每个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增效可达10万元以上。 

2.6对智慧农业建设的参考借鉴意义 

智慧农业可以利用农事服务中心的推广经验和模式,实行

精细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网络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土壤水

分、养分含量、农作物生长状态等关键指标,精准施肥、节水灌

溉、最大限度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利用农事服务平台,合理调

配农业资源,优化农业生产流程,减少农业投入成本；帮助农民

优化土地利用,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

业可持续性发展等。 

2.7对农业信息化数字化产生的促进作用 

农事服务中心建立市县乡三级农事服务平台,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农户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同时改善了

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电商发展。实行大数据、云计算对农业

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3 存在问题 

3.1前期投入太多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2 

 Agricultural Science 

用于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软件系统开发的费用

近1000万元,还不包括市县乡三级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硬件

设施支出和后期软、硬件的维护费用,目前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暂

未有收益,对于信阳市吃饭财政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3.2信息化水平不高  

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是个新生事物,需要面向

市场,大部分农户不能及时响应,供需两端存在信息差；农机装

备注册率不高,才达到30%多,不能有效开展社会化服务。 

3.3服务范围不广  

信阳市有农技专家近5000人,乡土人才14000多人,农户200

多万,录入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的农技专家3500多

人、乡土人才600多人、农户6万多户,农户注册率仅为3%,服务

范围主要集中农机调度和农技服务,难以开展有效的社会化服

务,不能充分发挥农事综合服务平台的作用。 

4 对策及建议 

4.1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充分利用中央、省涉农资金,特别是对农机方面的补贴,用

于信阳市农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的软件开发及更新、硬件设

施建设及宣传培训费用等,确保各级农事服务中心顺畅运行。 

4.2加强农事综合服务平台示范推广  

定期召开县乡级农业服务中心现场会,组织乡土人才和农

户到农事服务中心参观学习,推广手机版农事综合平台。做好乡

级农事服务中心建设规划,选择经济条件较好、农事综合服务需

求较大的乡镇为重点,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建设农事服务中心。充

分利用电视、会议、融媒体等官方平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一线

宣传农事服务中心,为农事服务中心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4]。 

4.3提升服务效能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农事服务中心向高

效、便捷方面发展,全面展示服务能力,及时向农户提供农资供

需状况、农技和农机调度等信息,解决农户之所需。 

4.4深挖服务潜力  

在服务六大主导产业和六大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引导向蔬

菜、中药材、花卉等特色产业发展。要经常开展市场调研,找准

农户之所需,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探索农业机械在非农忙时外出

调度服务,主动对接服务对象,优化服务质量,挖掘合作商机,扩

大服务范围。 

5 结论 

建设信阳农事综合数字化平台,充分整合农资调度、农机调

度、农技调度和服务等信息资源,服务信阳市六大主导产业和六

大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实现农资调度、农

机作业、农业技术等服务的及时调度和高效配置。帮助农民提

高产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撑,通过科技赋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

平,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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