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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插图：   1.信思化不范村模式 电信服务企业是农业信息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运营商之一。近
年来，为构建农业信息化电信服务体系，福建电信联合各方力量，不断加大资金、人力、技术投入，
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的网络建设、人才培养及信息资源共享渠道，已实现全省所有乡镇宽带接人。2007
年6月，福建省农业信息化建设迎来了新的突破，第一批“百村示范”信息化工程启动，2009年7月，
福建省启动了第二批“百村示范”信息化工程，电信“百村示范”信息化工程旨在打造一个政府、村
镇、电信三方共建的信息化模式。至今为止，首批101个信息化示范村均已实现了宽带互联网村村通、
信息服务站村村有、党员远程教学点村村设、中国电信宽带电视村村人的良好局面，农民通过海峡两
岸新农村公共信息平台就可以方便地查询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等综合信息服务，对于上网不方便的农
户也只需拨打114号码百事通就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2006年，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与海南省委宣传部开
始合作建设信息化示范村，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的信息化示范村建设与海南省委宣传部的文明生态村
及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的科技示范村进行有效结合，在文明生态村及科技示范村的基础上建设信息化示
范村，通过开展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送电脑入村活动，培养并提高农村的宽带市场。根据信息化示范
村的不同特点在全省开展彩铃村、宽带村、灵通无绳村等活动，给文明生态村注入信息化内涵，从而
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2.“信息田园”模式 广东省农业部门和移动通信部门共同推进农村“信息
化田园”服务工作，打造“村村有基站，人人有邮箱”的信息化环境，以移动通信网络为载体，大力
推进信息化和谐田园、信息化科技田园、信息化商贸田园、信息化产业田园等服务。江西省“信息田
园”采用政府牵头、市场运作、各方配合、共同推进模式建立的服务“三农”的省级平台，是江西省
第一个面向新农村建设的综合信息服务品牌。“信息田园”采用了网站集群、智能采集、语音推送
（TTS）、短信互动（SMS）四大先进互联网应用技术，具有信息发布、信息订制、信息共享、专家
咨询、视频点播、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电子商务八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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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热带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全面总结了我国热区各省农业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将对农业
信息化工作的开展、宣传和交流起到推动作用，为各地更好地开展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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