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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星赋能房山区数字乡村建设的建议

张 妍

问题：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

础设施。经过多年发展，北斗应用已经进入市场化、规模化、国

际化发展新阶段。

数字农业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和“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任务，是抓住机遇的必然选

择，是迎接挑战的责任担当，是顺应大势的主动作为。房山区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区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区之力推动乡村振

兴，以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为目标，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

乡，把现代农业发展得更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千方百计促进

农民增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构建和完善卫

星、航空、地面无线传感器等“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系统，

加快建设农业农村数字资源体系，对房山区数字农业的发展至关

重要。

分析：

一、北斗技术与房山数字乡村建设融合创新强度不够，赋能

力度不足。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拓展不够，

乡村数字治理的新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信息化与乡村治理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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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需促进。以北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融合创新程度低，对数字

乡村建设的赋能仍显不足。

二、数字难以融入现有产业，联动发展效率较低。首先，大

部分乡村的产业比较单一，且以生产效率和质量较低的农业为主，

数字技术也未能充分运用到生产环节，缺乏市场竞争力;其次，数

字乡村建设中，乡村的产业间融合度低，各产业之间关联较少，

没有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到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基本还处于“单

兵作战”的初级阶段，生产效益较低。

建议：

一、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托高分辨率遥感技术，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垃圾、私搭乱建等问题治理，扭转长期

以来存在的脏乱差局面。

二、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提升。将遥感、物联网监测

等技术手段应用于房山区粮食安全、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和优特

产品的耕、种、管、收四个环节监管，促进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和

产业提升。

三、耕地非粮化及撂荒监测监管。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及时发现、快速处理、为粮食安全保

驾护航。

四、大田作物及特色产业信息化监测服务。依托遥感、物联

网等技术，对房山区大田作物以及特色产业提供信息化监测服务，

提供环境监测、农事种植服务、农事预报、长势监测等服务，辅

助产业高效发展。

五、开展农作物灾害监测预警评估服务。基于多源监测数据，

对房山区大田作物以及特色产业提供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气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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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评估、病虫害监测预警、病虫害灾害评估等服务，为科学管理

和有效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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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星赋能房山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一、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1、建立信息中心，构建全园一张图。 房山区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成了 3800 ㎡的产业园信息中心，开展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建

设，核心园区规划布局和智慧农业建设实现“一张图”，实现农业

设施物联网技术 100%覆盖、设施环境全自动智能调控、全产业链

质量可追溯。

2、农业生产实现信息化管理 。2022 年我区完成 200 个设施

棚室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涉及全区 12 个乡镇 80 个蔬

菜生产园区。2023 年，结合宜机型设施棚室建设项目，拟完成任

务目标 150 栋菜田数字化信息建设。截止到 2023 年上半年，养殖

场环境信息化控制覆盖生猪存栏量 7.2018 万头、牛存栏量 0.42

万头、家禽存栏量 9.5 万只；精准饲喂覆盖生猪存栏量 7.2018 万

头、牛存栏量 0.515 万头；疫病信息化防控覆盖生猪存栏量 5.5842

万头、牛存栏量 0.43 万头。智能增氧覆盖鱼类养殖面积 5.33 公

顷，疫病信息化防控覆盖鱼类养殖面积 4 公顷。

3、农产品质量实现可追溯。开展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建设，

依托其透明链技术，努力实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全程可追溯；将

700 多家种养殖企业、32 家农资店和 21 家检测站纳入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系统，25 个农药经营门店纳入电子信息化监管平台。

4、搭建农产品产销服务平台。农村电商发展提速，快递网点

行政村全覆盖，智慧物流助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第零农场以互

联网为工具，为市内近 200 个小区，30000 户预付费会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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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探索乡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数治”路径

黄山店村通过开发利用“晓村务”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利用

数字化管控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实现了对全村 441 处人居环境基

础设施数字化管护，有效管护率从 30%提升到 90%以上。

三、加强农业农村管理数字化，实现网络化、动态化、规范

化

1、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全区 466 个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实现“三资”数据电子化、智能分析实时化、电子留痕全程

化和“三资”审批网络化。

2、农村管理信息化综合应用平台（市级平台）。承载我区 466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人、财、物等相关信息。

3、农村集体经济合同规范化管理平台（区级平台）。实现了

线下监督管理与线上备案登记的并行管理机制，确保了相关资料

网络化备案，使集体经济合同动态网络化、规范化管理成为集体

经济合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组成形式。

4、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房山区制定了《房山区关于全面推进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方案》组织我区 23 个乡镇 455 个村，按

照“六有”标准建设益农信息社。每村每月在市级数据平台服务

采集系统小程序上传公益服务、便民服务、培训服务、村务工作

等村内信息 20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