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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农业资源的少数民

族自治州，面对“网络”时代的巨变和国家农业和农

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建立县、乡、村农业科技档案信

息工作网络的任务，将如何迎接时代的挑战呢？

1 凉山州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系统现状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我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辖17个县（市），以山地、丘陵、高原为主，自

然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社会历史、经济和地理环

境等条件所限，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与内地相比存在

很大差距。

1.1 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已初具规模，但与现代化管

理差距甚远

凉山从1952年建州到1979年与西昌地区合并

至今，档案事业的发展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已初具

规划。凉山州农业系统包括17个县（市）农业局、西

昌农科所、凉山州热作所、凉山农校、西昌农垦开发

公司等单位，各单位均有自己的综合档案室，农业

科技档案资料数量已形成规模，档案室均配有专职

或兼职档案人员，档案工作在分管领导和档案业务

主管部门档案局的指导下，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

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编目、利用等业务工作

已向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迈步，但由于地处老少边

穷地区，交通不畅，信息闭塞、科学普及率较低、思

想落后、经济发展较缓慢。各县（市）农业部门档案

设备还简陋，档案管理2005年才以电子文档的形式

纳入微机管理，到目前为止有的单位还没有配备微

机或档案管理软件，这与档案的信息化、网络化要

求相差甚远，对凉山农业发展很不利。

1.2 农业档案信息开发利用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但开发的深度、广度不够

近几年来，农业档案信息在科技兴农、农业生

产、科研推广、农业规划等工作中的运用起到了一

定的依据凭证和指导作用，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如：凉山州农业局多经站利用农业档

案资料大搞良种果苗培育技术，培养良种嫁接果苗

2200万株，基本解决了自给自余；大力推广苹果花

期喷硼1.4万公顷，控制了落果，提高了产量和品

质；改造低产果园，推广果病虫防治。通过成果推

广应用，十年来挽回水果损失和新增水果总产5千

万公斤以上，挽回和新增收入6000万元，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虽然我们已认识到农

业科技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所带来的效益是不

可估量的，但由于档案服务功能差，保管条件差，提

供服务上多处于你来我借的被动服务方式，加之封

闭和半封闭的管理模式，对档案资料开放、采集和

交流不利，使大部分科技文件不被社会所共享，检

索工具大都以汇编成册的资料目录为主。查找利

用不方便，效率低，缺乏刺激人对查阅档案的兴

趣。而农业科技档案是一种特殊档案，它和其它科

技档案一样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越是及时提供利

用，其价值越高。时间越久，其价值迅速降低，甚至

完全失去利用价值。比如：一个水稻新品种一出

台，如不及早应用，新的科研成果又会取代原来的

新品种，原来的新品种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类似

的情况举不胜举。

1.3 凉山农业系统具有一定的网络设备，但利用率

低

凉山州农业局各科站均已配备电脑，各县市农

业局也基本配备了电脑，但都没有通过网络技术将

之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如：州农业局各科、站拥有

的资料信息均很丰富。却没有一个良好的共享平

台，数据资源的利用率很低，常出现一套数据在各

科站之间重复收集制作的现象，没有一个规范的目

录设置。对于上传下达的有关文件精神和技术资

料全靠传统的邮件传递，有些具有时效性的指令往

往由于中转时间长而失去时效性，延误时机。这对

全州农业发展不仅造成物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

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建立凉山州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系统及其前景分析
蒋 辉1，赵 蓉2

（1.凉山州农业局，四川 西昌 615000；2.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针对凉山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管理现阶段所具备的条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凉山州农业档案信息系统的必

要性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应用现状；前景；凉山

【中图分类号】G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9）02-0154-0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3卷第2期

2009年6月

Vol.23，NO.2

Jun.，2009



第2期

2 建设凉山州农业科技信息网络所具备的条
件
2.1 政策条件

建立“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是深入贯彻十

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突出抓好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

需要，是信息社会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凉山州是一

个农业大州，农业是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

把农业搞上去，摆脱贫困面貌，需要的是先进的技

术和大量的科技、市场信息。近年来，州委、州政府

清醒认识到信息农业是凉山州实现“追赶型”、“跨

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并率先大力扶持和推广电

脑农业专家系统等一系列信息农业工程建设取得

了良好效果，为凉山信息化农业建设奠定了基础。

同时政府上网计划及农业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

服务行动计划》均为建立“农业档案信息网络”提供

了充分的政策保证。

2.2 法律法规条件

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作为机关事业单位档

案工作的一个组成形式，如同档案室、专业档案等

机构一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所规定的

性质和职能，具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和法定效应。

2.3 基本设备条件

凉山州17个县（市）档案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并

且有的单位档案工作已达到省级规范化管理标准，

如州农业局、州农科所、西昌农场、会东县农业局已

达省三级标准；甘洛、喜德县农业局已达省二级标

准，农业科技档案基本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

管理。2005年全州档案管理已按电子文档的形式

进行管理，有的单位还建立了局域网，给档案信息

网络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凉山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思路和前景
3.1 凉山农业档案信息网络建设的必要性

凉山州虽有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但由

于地处边远地区，与外界交流渠道少，致使一些优

越的农业资源“养在深闺无人晓”，造成资源的巨大

浪费，外地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少，信息不灵，导

致农业发展缓慢。而农业档案信息工作网络就是

在全州行政区域内分别由州档案局与涉农主管部

门、县、市、乡、镇及农村示范户、农户按系统建立的

以农业高新技术与管理、常规技术、科学研究成果、

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化集约

化种养、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农产品储运加工、发展

农业产业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科技档案信息收

集、储存、交流和利用服务的保障体系。首先它可

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收集各类农业科技信息和先

进技术资料连续不断地向农村传递农业科技信息，

满足广大农民对先进实用技术的迫切需求，使农户

种田尤如专家指导，提高农资使用效率，大幅度节

约生产成本，增产、增质、增收；其次广大农业科技

工作者则可从网上及时了解和运用国内外最新的

农业科技知识和生产信息，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针对性地查到相应的技术资料，及时充分地

为农村和广大农民生产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同时，对凉山农业的布局、与外地的经验交

流、农产品销售起到了指导性、促进性作用。

3.2 凉山州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体系建设

3.2.1 凉山州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中心

以州农业局为基础，在档案业务主管部门的帮

助下，建立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中心。并由档案

部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通过信息中心

对全州农业科技档案信息进行调度、调剂与交流，

使各网络的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相互交流补充，充分

发挥网络传输功能，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好农业

科技档案信息。

为更好地履行职责“中心”可分为服务部和培

训部。服务部：主要承担局内、局域和日常动作及

管理，控制与国际互联网和党政网的接入，同时收

集保存各地有关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建立农业科技

档案信息目录。如：对每年归档的永久、长期保存

的农业科技档案《案卷目录》、《全引目录》的复印件

进行收集，同时对保存的有价值的科技生产资料和

散存在社会中的珍贵信息汇集起来，进行划分、组

合，按其类别进行编目，存贮在信息中心，向各专业

网，工作站提供所需的农业科技档案和资料信息。

培训部：负责对全州各县（市）及有关乡镇农业科技

档案信息电脑维护人员培训工作和电脑操作等方

面的专业知识培训，加强网络内部业务联系和交

流。

3.2.2 各县乡农业主管部门网络工作站建设

县农业局和乡镇农技站是农业生产规划、指

导、农技推广的最基层组织，这里网络工作站建立

是收集、整理农业生产第一手资料的前沿阵地，也

是提高基层农技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及时了解国

内、国际先进科技和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产品信息、

市场信息，指导他们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技术配套

服务的场所。具体作法：以州农业局科技档案信息

中心为龙头，各县（市）及重点乡镇农技推广站配置

网络工作站，建立州农业局、县（市）农业局、乡镇农

技推广站为一体的专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体系。

县、乡网络工作站通过接入互联网与农业科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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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相联接，县（市）网络站职能是：完成本地

农业生产情况的资料收集、整理、加工，负责本网络

的管理，向“中心”报送本部门及直属部门的农业科

技档案信息目录，对所属单位的农业科技档案信息

工作实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搞好农业科技档案信

息开发利用服务，同时还可从“中心”下载信息，提

出咨询请求。乡镇农技推广站作为乡镇农业科技

的指导推广部门负责收集本专业的农业科技档案

信息，并将收集的当地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目录分别

对口上报州、县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工作站，同

时还肩负着指导广大农民怎样利用科技档案信息

服务于生产的任务。

3.2.3 州县乡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体系

州县乡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州县乡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络体系
注：实线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线箭头指向是农业科

技档案信息输出流向；虚线是农业科技档案信息上报流向。

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工作网络的各级部门应配

备必要的工作人员，明确职责、任务和工作标准，可

由现职档案人员兼职（或配专职人员，既懂档案知

识又懂计算机知识的人才）。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

络工作人员要开展好农业科技档案的编研工作，扩

大信息宣传，利用多种形式适时或定期发布农业科

技档案信息，提高上网信息的利用率和现实转化

率。各网员单位有向外提供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的

权利，以加强农业科技知识向经济的转化，促进区

域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3.3 档案、图书、情报网络一体化建设

档案、图书、情报三者存在密切的联系，都是以

一定的物质传送知识信息，工作目的都是为用户提

供信息，为推动农业发展服务的，因此是农业发展

中信息工作的深层次改革和创新。

作为补充，在州农业科技档案网络建设好的基

础上，设立图书、情报室，由专人收集各类图书、情

报资料（如：农情信息、农业情报等等），把它们分类

编目直接输入贮存在农业科技档案信息中心网络

中，同时还可直接从互联网中收集最新的农业技术

资料和市场信息，通过中心网络向各专业网、工作

站提供所需的资料信息（县、乡级都可效仿）。

总之，凉山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可以通过

多种渠道进行各类农业信息的收集、交流、利用，为

凉山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和农民增产、增收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对凉

山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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