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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泛在网络的数字乡村智慧赋能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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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数字乡村物联网行业发展现状，引出数字乡村智慧赋能云平台的概念；结合云平台的突出特点，从八个主

要应用场景，阐明云平台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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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背景

2021 年 4 月 29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第十八条中规定：国家鼓励农业信息化建设，加强农

业信息监测预警和综合服务，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

在全面脱贫的大背景下，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实现乡

村振兴，如何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

为乡村发展全面赋能、助力？这些问题为相关从业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和发展机遇。这其中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的建设

和发展是整个体系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数字乡村泛

在物联网相关的现状可以总结如下：

1．场景下沉趋势明显，“小镇青年”新势力崛起

目前，许多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大面积布局农村市场，

应用场景充分下沉，充分匹配作为消费升级新势力的“小镇

青年”需求；但对相关应用场景的深入了解，除商业数据及

政务数据以外更多维度的数据分析及背景分析尚还处在初

级阶段。

2．泛在物联网应用刚起步

随着规模化、精细化的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以

及相关加工业的发展，对人工智能技术、统筹规划平台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供应链技术、流量运营技术都提出了更高、

更全面的要求。

3．乡村治理的泛在物联网支撑比较薄弱

乡村治理需要更多的智能化、数字化的手段支撑，这

其中泛在物联网支撑的需求巨大，但目前相关支撑还比较薄

弱，主要体现在：

（1）建设缺乏统筹规划；

（2）泛在物联网数据缺乏共享机制；

（3）泛在物联网系统智能化水平低；

（4）泛在物联网总体设计缺乏地域特色；

（5）缺乏相应的泛在物联网手段运营私域流量；

（6）缺乏泛在物联网手段关注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等

弱势群体；

（7）农业、畜牧业等泛在物联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低；

（8）预防返贫的泛在物联网手段支持不足；

二、云平台概述

针对数字乡村这一细分领域，各垂直部门和行业、省

市等均会建设各类泛在物联平台，通过泛在物联网云平台开

发，实现对各单位泛在物联网平台的广泛集成融合，并支持

大规模泛在物联网设备直接接入。乡村地域广阔，故泛在物

联网以现代农业的生态农业、养殖业、农用机械、畜牧等做

为主要应用场景，以广域无线 NB － IoT 和 5G 作为主要通

信方式；同时，为了确保泛在物联网集成平台可持久运营，

建设运维系统和体制，按照政府的考核机制，长期对各类设

备的运维提供保障。

通过建设泛在物联网云平台，兼容接入数字乡村各行

业多种技术标准的数据源，为数字乡村运营在物联感知、应

急管理、辅助决策、大数据分析、跨行业应用、设备可靠性

分析、研究报告、数字孪生等提供泛在物联数据支持和增值

服务，通过运维感知为系统运营提供技术保障，今后与人工

智能、区块链、AI 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在生态产品监管、

溯源、疫情密接回溯等领域有所突破。

三、云平台的突出特点

本平台作为在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方向的实践尝试，

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论述如下：

1．基于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泛在物联网大数据库

（1）数据汇聚

智慧赋能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协议对接、

接口调用、平台级联等方式实现对数字乡村各类泛在物联网

系统的充分感知，将乡村内分散在各主管单位、养殖户、种

植户的泛在物联网数据集中汇聚。

（2）标签管理

根据各类应用场景的使用需要，建立标签体系，对集

中汇聚上来的各类泛在物联网数据根据应用的需要打上各

类智能标签，便于各种智慧服务应用调取，实现数据互通、

共享、联动。

（3）专业分类

根据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系统建设的实际情况，泛在

物联网的大数据库包括泛在物联网基础信息库和泛在物联

网专业信息库两类。

2．基于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泛在物联网数据服务支撑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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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集成支撑

智慧赋能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协议对接、

接口调用、平台级联等方式实现对数字乡村各类泛在物联网

系统的数据集成，跨越传统的建设单位分片管理模式，在确

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贯通、共享。

（2）交互识别支撑

通过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技术，支持用户通过上传语音、

图片的方式替代传统的文字录入，简化数据上报方式，通过

智能化手段提高问题的准确分类、精准施策。

基于知识图谱、语音语义识别等技术，实现智能设备

维护保养、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方面常规问题的在线咨

询、机器人解答。

（3）智能分析支撑

对智慧赋能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汇聚的各类泛

在物联网数据进行标签化管理，通过建立智能关联的数据分

析模型，对各类设备运行健康状况、农作物整体长势、畜禽

整体健康状况、乡村绿色环保情况、乡村治安重点关注区域

等进行分析评估。

基于 AI 视频标注技术，对乡村内各类视频监控资源进

行智能分析，实现重点人群、车辆的轨迹追踪及畜禽种群盘

点等智慧应用。

3．基于数字乡村运营的泛在物联网云平台

（1）SAAS 模式的应用服务云平台

通过数据抓取、清洗和分析，将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

加工处理成结构化数据。依托多维数据智能关联处理模型，

结合结构化数据，磨合数据的自学习能力，针对不同的用户

角色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化数据服务。

智慧赋能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采用 SAAS 模式、

微服务治理的思想，根据县级主管领导、各委办局、社会公

众、运营商等不同角色用户的应用需要，定制智能化的数据

应用服务，方便快速开发、组件封装。

（2）乡村治理集成服务云平台

随着数字乡村的建设进程，越来越多的泛在物联网系

统投入使用，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搜集上来的海量泛在物

联网数据仅仅用于实时监测，潜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对乡村治理的决策分析提出的数据支撑有限。

在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数据抓取权限的权限下，依托智

慧赋能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提供乡村治理辅助决策，

从单纯的泛在物联网数据记录与调阅，转向泛在物联网系统

之间相互赋能、泛在物联网系统向乡村治理赋能，从而提高

乡村治理能力和效率，节约政府运营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能

源和资源浪费。

（3）一体化运维服务云平台

①设备报修电子化

建立智慧运维系统，通过工单系统实现设备故障的自

动报警、智能派单、快速处理、痕迹追踪。

②运维分析智慧化

对设备运行、维修、保养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对各类

设备的运行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为合理安排更新换代提供数

据支撑。

③知识更新智能化

乡村智能设备维护保养、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方

面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在云端建立完善的知识库，汇聚多

方知识资源，依托智能手机实现在线更新、离线浏览并可根

据浏览频率进行智能推送，使线下知识库轻量化，提高搜索

浏览效率。

④在线互动便捷化

基于知识图谱、语音语义识别等技术，采用语音交互

方式，即可实现智能设备维护保养、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

等方面的常规问题的在线咨询、机器人解答。

（4）智慧运营管理云平台

①私域流量运营

智慧赋能泛在物联网云平台对接京东、淘宝等公域流

量相关平台，获取农副产品及衍生产品的交易记录，为个体

生产经营户提供私域流量数据获取渠道。对于单纯的直播带

货平台，卖家往往是生产经营户，其运营工作量很大；依托

平台来进行私域流量运营，如支持传统分销模式的直播带货

平台，可为其合理组织种植 / 养殖、加工生产工作并压缩人

力资源成本提供支撑。

②向泛在物联网供应商提供运行评估数据

基于数字乡村泛在物联网云平台接入的各类泛在物联

网业务系统、泛在物联网设备，依托多维数据智能关联处理

模型，通过对各系统的不同品牌设备在各种现场运行和维保

记录进行分析，给不同品牌的泛在物联网产品供应商提供本

品牌的运行评估报告，为产品升级改进、增减产品线等主要

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参考。

四、云平台的应用场景

1．乡村治理

（1）乡村可视监管：接入各单位分散建设的各类视频

监控资源，依托乡村可视化地图集中监管；

（2）人员轨迹追踪：依托门禁管理、人脸识别、停车

场管理、交通卡口等数据接入与分析，实现人员、车辆的历

史轨迹追溯；

（3）重点车辆监管：通过重点车辆的定位数据接入与

分析，实现车辆轨迹追踪；

（4）紧急事件处置：对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生产安全

事故，依托乡村可视化地图，充分调动乡村各类物联网数据

资源；

（5）食品卫生监管：汇聚各餐饮单位内部视频监控，

通过实时可视化的方式实现食品卫生的高效监管；

（6）预防返贫监管：通过青壮年劳力、重要家畜的定

位数据接入，对科学预防返贫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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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厕长效管护：依托公厕内安装的空气质量传感

器及门口的视频监控等，为公厕的长效管护提供数据、图像

支撑；

（8）智慧养老监管：通过老人手环、户内跌倒传感器

等物联网数据接入，便于社区对辖区内老人的身心健康状态

实时监控。

2．绿色乡村

（1）环境精准掌控：接入各类环境物联网数据，通

过可视化地图实现对环境参数的精准掌控，及时发现污染

苗头；

（2）气象灾害预测：接入各级气象台站数据，结合环

境物联网数据、本区域季节性气象灾害发生记录，提供气象

灾害预警；

（3）污染高效防治：接入各重点污染企业排污口、各

地环境监测传感器数据，实现环境污染的及时取证、环保整

改的可靠监管；

（4）林业资源管控：接入森林地区的视频监控，结合

护林员现场拍摄、无人机航拍等数据，及时发现森林火灾、

树木盗伐。

3．民生服务

（1）高效出行：结合公交刷卡、出租车乘车记录及当

地人口密度分布，为公交公司合理规划站点、车辆配置提供

数据支撑；

（2）医疗保健：接入医院的电子病历、化验体检数据，

提供定期服药、及时复查、日常保健提醒；

（3）心理干预：与在外打工的父母实现家庭绑定，让

父母通过“云陪伴”及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予

以干预；

（4）便捷生活：对乡村公用输配电、生活及灌溉用水

设施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及潜在的安全隐患；

（5）饮食安全：对乡村饮用水源地水质、土壤化肥农

药含量等数据不定期监管，及时发现潜在的饮食安全问题。

4．智慧种植

（1）环境监测预警：接入数字乡村环境物联网数据，

提供农田水旱灾害预警，尽量减少农民财产损失；

（2）设备智能控制：结合环境监测数据，对农田水

利灌溉、温室照明及通风设备进行远程智能控制，促进节

能减排；

（3）土壤地力分析：实时观测土壤水分、温度、酸碱度、

有机质、重金属含量及地下水位、水质等数据，合理调整农

作物品种；

（4）精准配方施肥：依托土壤地力分析，结合作物需

肥规律、肥料效应指导，针对各种植网格进行针对性的施肥

配方管理；

（5）作物长势监测：依托农田视频监控资源接入与分

析，实时监控农田作物的长势，及时发现作物倒伏、异常破

坏等问题；

（6）病虫害防治：结合历史同期记录、当前气象环境

监测数据，提前发布病虫害预警，提供农药播撒建议。

5．智慧养殖

（1）养殖环境监管：接入畜禽养殖场的环境物联网数

据，通过对机电设备的智能控制，实现高效、节能、环保目标；

（2）畜禽定位盘点：依托畜禽养殖场的视频监控分析，

采用视频标注技术，实现畜禽的实时定位、种群盘点；

（3）畜禽健康管理：接入畜禽兽医看诊记录及血液、

粪尿化验数据，结合实时生理数据，评估畜禽的健康状况；

（4）家畜行为分析：对家畜养殖场内的视频监控进行

智能分析，捕捉家畜在饮食、运动、排便排尿等方面的异常

反应；

（5）瘟疫预警防治：汇聚全村各养殖户的畜禽生病记

录、病症指征，通过分类统计、智能分析，及时发现瘟疫传

播现象；

（6）家畜精准饲喂：针对家畜的品种、年龄段、数量

及所处状态，合理制定饲料配方。

6．产品溯源

（1）产品快速定位：通过 RFID 识别等方式实现对过

境畜禽、农产品的基本信息、防疫监督数据查询；

（2）屠宰加工管理：针对家畜，以耳标为源头，以肉

制品产品溯源条码为结尾，建立完善的家畜屠宰加工溯源管

理系统；

（3）农产品加工：基于 RFID/ 二维码识别、环境物联

网及视频监控资源，在农产品加工环节实现实时监管、事后

留痕；

（4）农产品运输：基于 RFID/ 二维码识别、运输车辆

定位数据，对农产品从生产、仓储至市场的整个环节进行精

准掌控；

（5）农产品仓储：基于 RFID/ 二维码识别、环境物联

网及视频监控资源接入，对农产品仓储环境进行实时、可视

化的监管；

（6）采购交易管理：基于 RFID/ 二维码识别等方式，

建立农产品采购交易环节的电子档案，便于可靠溯源。

7．产品交易

（1）物资线上交易：依托农村电商平台，实现作物种子、

化肥农药及畜禽饲料的线上交易，为农作物品质评定提供数

据支撑；

（2）在线直播带货：依托电商的直播带货功能，结合

销售流通环节的物联网支持，适应传统的农产品分销模式；

（3）交易数据分析：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汇总

统计全村各类农产品的生产交易记录数据，对下一年度合理

安排农作物选种、确定畜禽养殖规模、农民之间相互取长补

短提供数据参考。

8．智慧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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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维数据分析：依托智慧运维系统，对设备运行、

维修、保养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对各类设备的运行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

（2）智能更新知识库：在云端建立知识库，汇聚多方

知识资源，依托手机实现在线更新、离线浏览并根据浏览频

率智能推送；

（3）机器人在线互动：基于知识图谱、语音语义识别

等技术，采用语音交互方式，即可实现常规问题的在线咨询、

机器人解答；

（4）专家后台咨询：针对复杂问题，提供专家后台

咨询功能，农民可通过智能手机上传文字、图片、语音、

短视频，并可接入相关物联网数据，专家根据现象分析后

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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