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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气象部门始终坚持气象服务工作的
重点为农业服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宝贵的
经验，为全国各地农业的防灾、减灾、夺取农业
丰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加入ＷＴＯ后，我国农业
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信息化进程必须加快发
展，为了适应农业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和需要，气
象部门认识到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的高新技术网
络优势组建“农网”来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是
气象部门发挥部门优势，为农业服务的一条有效
途径。

由于气象部门全国卫星通信网络系统已建
成，利用此网络系统传输农业信息，可以避免重
复建设，减少农网建设的费用；同时，气象部门的
台站遍布全国，组织机构键全，形成了为农业服
务的传统，利用这个体系可以快速的收集涉农信
息并及时送到农民手中，无偿为农民服务。目前，
全国气象部门的农网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有的省农网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创造了一定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受到当地农民的喜爱和政府
的表彰，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减少农业灾害
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外省农网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安徽、贵州、河南、浙江、江西、四川等省
气象部门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利用气象部门资源优势创办了农村综合经济信息
网，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办、气象部门承办”的
道路。作为政府网站，各地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
坚持走公益服务的道路，无偿向农民提供各类综
合经济信息、农村实用技术、农副产品、农药化

肥和市场行情的供求信息，为农民和农业服务，面
向市场，创造了一定的效益，并探索出了一条较
为成熟的路子。
１１科学规划，准确定位，逐步推进“省－地－
县－乡”四级农网服务体系

集中主要技术力量率先在省级创办农网，再
依托省、市、县三级气象卫星通讯和地面通讯网
络系统的技术设备，逐步开办地、县级农网的建
设，形成省级农村经济信息网和地、县级农村经
济信息服务中心，实现信息的上下传输；为了让
农网切实做到为农民服务，指导农民按照市场需
求，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还必须扩大网络覆盖
范围，将网络延伸到农村的最基层，建立乡镇信
息服务站和专业服务站，实现信息的及时采集、传
输和交流，各省级网站负责与国家级中心网站联
网。这样就实现了全国信息的传输和交流，形成
了中国农村综合信息网系统。安徽，浙江农网的
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条路是对的。
１２从实际出发，结合各省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
方法实现信息入乡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经济信息
化步伐非常落后，网络普及率低，农民从互联网
上发布和采集信息的条件非常有限，现在大多农
民仍然使用传统的耕种和销售方式，无法适应农
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此，
目前只有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解决信息入乡问
题，才能切实让农村综合信息网系统为农民服务，
帮助和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和经营活
动，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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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农村经济信息网络省－地－县－乡进行
纵向联系，同时加强与各涉农单位，企业用户等
的横向信息交流，搞好信息的采集和发布。在
“１２１”天气预报咨询服务电话系统设置农业服务
信箱，农民只需拨打电话，就能收听到农经信息。
设立咨询服务电话，开通热线电话信息服务。农
民只要拨通网站热线电话，就可得到农业科技信
息在线服务。发展农业大户和农民经纪人建立信
息终端，建立农民经纪人队伍。创办各种农业刊
物，报纸，定期送到乡镇、重点村、户和经纪人
手中。对一些重大的农业活动，如农展会和农高
会等开展网上直播，直接在展会现场通过农网发
布各类产品的产、供、求信息和节会动态新闻信
息。
陕西农网的建设情况

陕西省农村综合信息网经过２年多的组织、
开发，现已基本完成了整个网站的设计，并在互
联网上发布。网站一切以服务对象的要求为出发
点，经过全面认真考虑，综合陕西的实际情况，现
阶段将网站设为农村政令、打假防伪、气象服务、
招商引资、病虫防治、果业天地、农贸市场、田
园风光、西部开发、农科城、发家致富１１个副页
栏目，将来会根据国家的农业发展和农村、农民
的需求情况随时进行调整。主页是一个综合性栏
目，一些重大的、农民朋友需要的信息全部放在
主页上，栏目各有特色，副页还有二、三级副页，
全方位地反映党在农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农民朋
友需要的信息。尤其是果业天地栏目，重点宣传
陕西是一个果业大省，紧紧围绕果业服务为陕西
优果工程做好宣传、引导，促进陕西果业的发展，
让陕西的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网站自２００１年发布以来，平均每天供求信息
发布５０条左右，其中大部分信息来源于外省的农
户、公司以及农业专业户，据了解有一部分已成
交。并随时有用户打来电话了解他们需要信息的
详细内容。发来电子邮件或在留言版上留言主动
要和我们网站建立友情链接的网站达到２０多个。
网站自开通以来注册会员人数已达到３００个左
右，点击量达到了３４０００左右。

制约因素和加快陕西农网建设的设想
３１制约因素

陕西地处西部，经济和技术相对东部省份较
落后，经过２年多的努力虽然完成了网站的前期
工作，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２年来经费紧
张，地方政府至今没有给予支持，硬件和软件设
备无法满足要求，新技术培训无法组织，人员紧
缺，尤其是计算机高级技术人员更加紧缺，信息
入乡工程无法实施，农网至今无法真正为农民朋
友起到致富搭桥的作用。
３２设想
３２１按照国家气象局的要求，大力推进陕西农
网的建设和发展，坚持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
一开发，统一布局，做到高起点，高质量，争创
品牌效应。
３２２积极争取政府扶持，走“政府主办，气象
部门承办，涉农部门协办”的路子。目前我省正
面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办农网的部门在逐步
增多，尤其是农口各部门，但都没有形成规模，信
息、资金和技术力量分散，重复建设增多，成本
增大无法形成覆盖全省的农网信息服务系统。我
们应发挥自己的优势，摆正和协调好与各农口部
门的关系，争取各涉农单位的支持，只有这样，我
省农网才有立足之地。
３２３在现有农网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陕
西农网的软硬件平台建设，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计
算机网络、软件开发等方面的人才，并聘请涉农
单位的农业专家形成咨询队伍，以保障农网工作
的稳定全面展开。
３２４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选择经济条件较好
的乡、村开展农网信息员的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积
极探索我省信息入乡村到户的路子，及时总结经
验，有步骤有计划的普及推进。
３２５为了将陕西农网做好、做大、做强，尽可
能与全省所有涉农单位联合，各涉农部门可主办
农网上的相应栏目或向相应的栏目提供信息，把
所有的涉农信息源集合起来，向农民提供全面、准
确的信息；免费为联办单位承担网页制作和其他
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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