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1卷12期 JZK publishing

147

乡村振兴视域下助农类软件发展问题与创新路径——以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 APP 功能设计思路为例
杨茂英 郑乐怡 徐莉 吴思颖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发展阶段，数字乡村已成为乡村

振兴的战略方向，社会也越来越关注助农类软件的开发应用。阐述助农类软件开发应用的现实价值，分析助农类

软件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难，根据存在的问题设计了《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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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乡村基本实现

了数字网络普及化，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也已成为新时

代“三农”工作的突破口。在持续推动农村数字化发展

的背景下，助农类软件发展迅速，逐渐从单一的工具属

性演变为综合性的农业服务平台，为广大农村居民的生

产生活提供便利。但助农类软件在开发和应用中仍存在

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功能设

计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根据当前助农类软件的发展

情况，并结合四川《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功能设计

的创新，为助农类软件的完善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助

力。

1 助农类软件开发应用的现实价值

1.1 有利于满足农民的需求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方

式正逐步向现代化、智能化转变，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

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助农类软件的出现，为农

民的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他们在农业种植方面带

来诸多便利。

在农作物种植准备阶段，助农类软件能帮助农民获

取全面且精准的信息，进一步更好地规划农事活动。在

种植管理中，助农类软件借助科学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作

物生长的远程监控和智能化管理，这不仅节省了农民频

繁前往田间的时间和精力，还能提高种植管理的科学性

和精准性，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而且通过电商平

台与农业软件的融合，助农类软件为农产品的销售拓宽

了渠道，农民可以直接将农产品推向市场，减少中间环

节产生的成本以此提高了农产品的利润。

除了农作物种植，市面上大部分助农类软件还为农

民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设有专门的知识科普板块，

涵盖农业政策解读、新型种植技术、农产品加工等多方

面的知识，帮助农民及时了解国家政策，学习先进的农

业技术，提升技能。

1.2 有利于对农业进行风险把控

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自

然环境、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助农类软件的应

用，则为农业风险把控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保障农业稳

定发展。

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影响，相

互依存，但如干旱、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极易影响农

业生产的产量和农民生计。助农类软件接入气象卫星数

据,并且借助遥感技术监测灾害发生前后作物（或地面）

光谱反射率特征的差异进行灾害的解译和灾害评估提

前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的预测和防范
[1]
。在技术的支撑

下，助农类软件可以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使农民有足够

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农作

物的产量和基本收入。

农作物生产周期长，而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频繁，

供需关系复杂多变，使农民难以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并

且受农村地区营销意识、区位、物流和经营主体以及营

销氛围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产品营销始终面临诸多困

境。随着如今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增长与渗透率的增强

以及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产品营销获得了

新的契机
[2]
。助农类软件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和分析

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供求关系、消费趋势等数据，帮助

农民合理安排生产计划，优化营销决策，降低农产品生

产销售时的市场风险。

助农类软件还可以通过对农业生产数据的实时收

集和分析，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帮助农民及时发现潜在

的风险因素。同时通过对大量农业数据的分析，协助政

府和农业部门进行宏观风险管控，提高整个农业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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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风险能力。

2 助农类软件的发展现状

2.1 取得的成果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7 年~20

23 年间，我国城乡总体互联网普及率于 55.8%上升至 7

6.4%，农村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 3.01 亿，其中农村网

民有34.2%使用助农类软件。近年来，我国助农类软件

数量不断增加，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市面上助农类

软件涵盖了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电商销售、农业技术

培训等服务领域。例如助农类软件“一亩田”在 2023

年底已覆盖全国 2800 多个农业主产县，促进了农产品

生产交易，激发农民生产热情，助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

2.2 面临的困境

2.2.1 供需不平衡

现阶段，因为大部分农民数字信息接触时间短，难

以准确地表达自身诉求，再加上大部分智慧农业企业在

助农软件上的研发投入不高，这就导致助农类软件存在

供需不平衡的困境。并且各地种植环境不同，农作物的

选择和生产都需做到因地制宜，同时各地政府所颁布的

农业政策存在不同之处，所以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民对助

农软件的需求也有差异。养殖的农户需要能提供最新畜

牧市场行情和养殖技术的助农软件，大棚养殖的农户需

要能时刻检测大棚湿度温度的助农软件，而种植业的农

户会根据作物的种类和规模而产生不同的助农软件需

求。但市面上大批助农软件功能相似，高端供给不足，

覆盖面窄且存续时间短，难以长期满足不同农村地区的

用户需求。助农软件长期的供需失衡，使其难以精准解

决农民困难，也会影响到相关软件的使用量和口碑。

2.2.2受众接受度低

助农类软件发展的主要困境便是农村基础设施和

信息化程度相对滞后所导致的村民受众接受度低。不少

农村地区面临着电力供应不稳、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完善的难题，限制了助农类软件的使用和普及
[3]
。很

多农业地区信息化水平较低，虽然农村 WIFI 网络普及

率一直在提高，但大部分高龄农民仍使用按键手机，在

一定程度上与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脱轨，这限制了农民

对助农类软件的的接触和应用。而且大部分地区老一辈

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手机软件的使用对他们而言难度

较高，需要年轻人手把手教，对助农类软件的接受速度

较慢，这也影响着农民对助农类软件的普及和发展。此

外，如今很多助农类的软件在功能设计上比较复杂，界

面排版紧凑，内容冗杂，农民无法在最快的时间找到自

己需要的信息，影响用户体验，这就导致助农类软件的

留存率低、使用率低。

2.2.3推广力度不够

农民田地分散，居住地不集中，也导致了助农软件

推广难度大。助农软件的推广耗时耗力，需要大量基层

干部投入其中，但基层干部相关培训和实地推广经验不

足，而大部分农户的信息素养不高，网络信息筛选能力

不足，对助农类软件的了解较少，因此推广效果不明显

且难以持续。而且当下许多助农软件企业盈利方式过于

单一，导致企业运转资金不足，过分依赖财政补贴，加

上农业产业本身的特殊性，投入和产出难以在短期内达

到平衡，所以助农类软件在线上线下推广时缺乏市场动

力，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推广效应。

3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 APP功能设计的创新路径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是以巴蜀地区的广大农村地

区的居民为对象，及时更新并解读国家农业农村相关政

策，发布国内外科学实用的农业技术，分享全国各地农

业产业链发展经验等，帮助农民销售农作物的一款科技

助农软件。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主要功能页面展示如图

1所示

图 1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主要功能页面展示

3.1 精准化需求定位功能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不同类型的农户和农业企

业的需求呈现出差异化。传统的农业服务模式无法满足

多样化的需求，易导致供需不平衡、资源浪费和服务效

率低下等问题。为改变局限性的农业服务现状，需要利

用当前市面上的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综合应用最新的信

息网络技术，深入构建适应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农业信息

资源融合体系和服务体系，以满足用户对农业信息的多

样化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同时在助农类软件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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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构建可以自主学习的智能算法模型，提高对海量

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力，为开展智能化信息服务奠定基

础[4]。根据农户和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性

的服务和信息，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困难，推动农业可持

续发展。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立足于四川省，收集和

整合四川省各个地区农户种植品种、规模等数据，和市

场上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价格波动数据等信息。APP 使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特定地区某种农产品的产量与

气候、土壤条件之间的关系，再依据市场供需变动反馈，

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种植建议，帮助他们实现增产增收。

同时，APP 建立完善的用户画像以实现个性化的服

务。当用户使用一键问询功能时，APP 将根据用户需求，

匹配相应的农业专家进行解答，如用户画像显示用户不

熟练使用普通话，则会分配熟悉方言的专家进行解答。

3.2 线上线下融合功能

传统线上线下分离的农业生产和销售模式可能会

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交易成本变高、服务效率低等的问

题。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

部署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对宣传推广模式作了不

断的完善与创新，逐渐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培训模

式，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5]
。并且随

着互联网、大数据、5G 技术等新兴技术发展，农业邻

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线上线下互动模式的建立，给农业生产与销售注入

了新的动力。《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借助搭建线上

线下互动平台，实现了农产品线上预订，线下提货或配

送的服务。这既使用户购买新鲜、优质农产品变得更方

便，也扩大了农产品的销售途径。同时，APP 线上由专

业人员开设农业技术培训课程和讲座，线下各地政府将

组织农户开展实地参观和现场指导活动，使农户更直观

地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在设计中，将先从绵阳

进行“线上线下模式”试点，确保应用功能的完善，再

逐步推广到四川省，大力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功能的达成。

3.3 简化应用功能

农业领域的 APP 用户群体广泛，其中包括文化水平

和技术能力参差不齐的农户。简化应用功能和降低使用

门槛，对于提高 APP 的普及率和用户体验至关重要。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计划同步开发微信小程

序与APP，微信小程序具有无需下载安装、使用便捷的

特点，能够让用户在不占用过多手机内存的情况下，轻

松使用APP 的核心功能。APP 和小程序采取简洁明了的

布局，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信息，避免过多复杂的

设计和信息堆砌，让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获取所需内容。

此外，该应用软件还预计开发语音助手功能，用户可以

通过语音指令来使用软件，降低使用门槛。

4 结语

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发展的

背景下
[6]
，立足助农类软件的发展困境，结合农民需求，

依托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以《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的设计创新为样本，为当下助农类软件的开发创新指明

了新的方向，让助农类软件能系统性的满足农民“种的

好、卖得好、活得好”的需求，也为农户提供更加便利

的服务。

未来，助农类软件要进一步打破“工具”属性，厚

植人文关怀，在“技”和“情”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让助农类软件在广大农村地区真正实现“用得上、离不

开”，助力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闫峰,李茂松,王艳姣,等. 遥感技术在农业灾害监

测中的应用[J]. 自然灾害学报,2006,15(6):131-136.

DOI:10.3969/j.issn.1004-4574.2006.06.023.

[2]朱熙宁.浅论大数据时代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创新策

略[J].商场现代化,2025,(04):81-83.DOI:10.14013/

j.cnki.scxdh.2025.04.005.

[3]韩羽轩,杨佳,秦昕锐,张晟,宫经铭,刘宏宇,班兆

泽.以互联网与智慧农业软件融合助推农业可持续发

展[J].智慧农业导刊,2024(07):5-8.DOI:10.20028/j.

zhnydk.2024.07.002.

[4]孟鹤,罗长寿,孙素芬.多通道精准化农业信息服务

平台建设——以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农业信息服务示

范基地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7):475-478

[5]张洪春.农业技术扶贫培训线上线下融合方式探讨

[J].农业工程技术,2021,41(9):88-8891

[6]孙宁,瞿阳,冯献,李瑾.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对乡

村文化振兴发展的思考[J].中国农学通报,2021(26):

159-164.

作者简介:杨茂英，女，汉族，四川巴中，学生，本科

在读，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数字与农业。

本文系 2024 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 创新训练》(202410619005X)

阶段性成果。


	乡村振兴视域下助农类软件发展问题与创新路径——以巴蜀农政数字书院APP功能设计思路为例杨茂英 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