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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互联网+”让依托于互联网的农业服务平台

竞相萌发，或是优化销售渠道降低农资价格、或

是线上线下联动提供更高效直接的技术服务，本

期专题与您共同关注传统的农资生态如何被互联

网重构和颠覆。

2014年全国农产品网络交易额超1000亿元

从农业部获悉，去年全国农产品网络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

占农产品销售额的3％。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

数量超过3000个，呈快速增长态势。

农业部介绍，农业电子商务仅是“互联网+”现代农业在农

业领域的一大表现，“互联网+”现代农业在农业物联网、农业

信息服务等方面也已取得初步成效。其中，在农业物联网上，农

业部先后在北京、黑龙江、内蒙古等8省（区、市）实施国家农

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和区域试验工程，在设施农业、畜禽水产

养殖、大田作物种植、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方面广泛应用农业

物联网技术，总结出了200多项成熟的规模应用模式，在节水、节

药、节肥、节劳动力等方面效果明显。

据悉，下一步农业部将从四个方面着力推进“互联网+”现

代农业：在生产环节将重点实施农业物联网应用试验示范工程；

在经营环节将大力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以农产品尤其是鲜活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为重点，推动形成农产品进城与农业生产

资料和消费品下乡双向畅通流动的新格局；在管理环节将强化大

数据技术创新应用；在服务环节将加快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来源：新华社）

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落地 
土壤修复万亿市场有待挖掘

农业部正式发布《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年)》。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求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农业。目标是到2020年，

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明显。重点任务是稳定提升农业产能、保护耕

地资源、节约高效用水、治理环境污染、修复农业

生态等。

该规划将治理环境污染、修复农业生态放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相关领域发展有望提速。

                                                （来源：中国证券网）

巴西今年粮食总产量将逾2亿吨 将创新高

巴西地理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

巴西粮食总产量将创新高，预计达到2.058亿吨，比

2014年增长6.7%。

报告称，2015年巴西粮食收获面积预计达到

5750万公顷，比2014年增加1.9%。大豆、玉米和大

米是巴西的主要粮食品种，2015年预计这三种主要

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全部作物播种面积的86.1%，产

量占全部粮食产量的91.9%。大豆产量预计将达到

9640万吨，增长11.6%；玉米产量预计为8030万吨，

增长2%；大米产量预期为1253万吨，增长1.9%。此

外，在26种主要农作物中，有13种将出现不同程度

的增长。其中，大麦增长24.1%、小麦增长18.3%、

花生增长5.4%、木薯增长4.4%、洋葱增长2.2%和咖

啡豆增长1.7%。

                                             （来源：金融界股票）

上海市代表团考察黑龙江省水稻生产

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率领的上海

市代表团近日来到农垦牡丹江管理局八五零农场

“军垦一号水稻航母”基地，考察这里的水稻高

产创建示范田。看到这里长势良好的水稻，代表

团成员希望有更多的优质大米进入上海市场，并

借助水稻进一步加强地域间的合作。随后，代表

团又来到八五零农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考察基

层农业试验站。随后又来到绿都集团虎林粮库仓

储基地，考察虎林粮库仓储设施并听取了绿都集

团有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副省长吕维峰陪同参

观考察。

（来源：黑龙江日报）

本月要闻

邮政储蓄银行与研究机构合作
兴建三农优化实验区

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在北京

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在全国范围内通力合

作，斥资1000亿元资金，建立10个示范基地，打造现代农业生态

健康产业实验区，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促进平台落地和推广，

探索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就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新途径。

邮储银行8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

社区”的战略定位，成为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截至5月底，邮储银行小额贷款累计放款超过1万亿元，有效解决

了860多万农户经营资金困难；涉农贷款余额6738亿元，其中农

户贷款余额5356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79%，有力地支持了新

农村建设。中国邮政集团表示将继续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

济，发挥资金优势、网点优势，联合中基会搭建“三农”、新型

城镇化金融服务平台，创新产品和服务，简化业务流程，加强对

“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扶助支撑和金融服务。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互联网+”重塑农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