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德昌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中

部 。 介 于 东 经 101° 54'-102° 29'，北 纬 27°

05'-27°36'之间，幅员面积2284平方公里。地处安

宁河谷地带，横断山区康藏高原东缘，地形复杂多

样，以中山地貌为主。辖22个乡镇137个行政村，5

个社区居委会，有汉、彝、傈僳等23个民族，2012年

末总人口21.5万人，是全国科普示范县、农村绿色

能源示范县和四川省卫生县城、绿化模范县、园林

县城、新农村建设示范县，正在创建省级生态县和

省级文明城市。德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属亚热

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7.7摄氏度，年均降水

1049毫米，无霜期300天以上，常年日照2147小时，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烤烟、蚕桑、蔬菜、林果、畜牧、

劳务输出、花卉等特色支柱产业全面发展迅速。

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861元，增长16.4％。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268元。

自“十一五”以来，德昌县人民政府在体制、资

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22个乡（镇）、137个行

政村重点倾斜和支持，特别是“十一五”后期和“十

二五”初，德昌县二、三产业初具规模后，政府对三

农问题特别关注与扶持，给全县农村发展带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此次对德昌县的农民信息需求、农

村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的社会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份，回收问卷374份，有效问卷352份，有效问卷占

回收问卷的94.62%；针对部分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的

现状，访谈50人，有效访谈人数47人，有效访谈率

94%。通过问卷和访谈，以家庭中获取信息能力最强

者为主要调查对象，对农民在信息需求种类、获取渠

道、获取信息能力以及对现有信息获取途径、农村信

息机构设置、拥有信息载体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研究，同时，对凉山州统计局、政务中心、农业局

等单位进行访问，所有调查研究历时半年。

2 调查与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由于德昌县民风淳朴，本次调查与访谈共450

户农民均得以较好配合，形成有效结果的农户399

户（其中，接受有效问卷和访谈男性村民为主267

户，占66.92%；女性村民为主132户，占33.08%，其

性别结构特征基本符合我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情

况），由于调查以户为主，对德昌县农村农民信息需

求、建设等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主要情况见

图1～图3：

图3 调研中德昌县农民主要经营模式情况

经过对上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见图1、2、3）：

德昌县农村家庭农业信息的获取者，年龄结构主要

集中在30～50岁，学历层次主要集中在初、高中，随

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专及以上成员已在农村

开始作为，并成为家庭主要骨干。家庭经营模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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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从传统常规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集中，并向畜

牧、渔业、旅游业等方面逐步发展。

3 德昌县农村农民信息需求现状调查情况
3.1 德昌县农村农民获取信息渠道硬件建设、服务

方式及信息需求情况

调研中，笔者设计以下问题：即下面哪些硬件

条件符合您家庭的实际情况（可多选，比例可能大

于100%），目前您对各类农业信息的需求情况（可

多选，比例总数可大于100%）、目前您通过何种途

径获取农业信息（可多选，比例总数可大于

100%）。根据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得到（图4、5、6）

三个数据统计图，从统计图中可看出德昌县农村

农民获取信息渠道硬件建设已取得较大突破，农

民从传统的信息硬件走向信息化、网络化的历程

已有一定突破（与沿海地区农村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这与德昌县的区域经济特色和农民的文化素

养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农民对农业信息的认

识与需求逐步与市场需求、农业生产建设、区域需

求相统一，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已突破传统农业

信息化建设及传递方式。

图4 调研中德昌县农村农业信息硬件建设情况

图5 调研中德昌县农村农民信息需求情况

图6 调研中德昌县农民获取农业信息途径

3.2 德昌县农村农民获取信息意愿、解决农业生产

问题情况

调查研究中涉及德昌县农村农民获取信息意

愿、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农业信息服务情况。

图7 调研中农民对获取信息的需求

图8 调研中农民解决生产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从图7和图8问卷分析不难看出，德昌县农民

民风淳朴，其对农村农业信息的希望主要集中在：

“村中建立图书资料室、信息服务中心或类似设施

（占46.7%）；相关部门定时发布农情及疫情资讯

（69.9%）；经常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解答疑

难（占79.4%）”等三个方面。在遇到难题找谁解决

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农民选择的是“农业部门（占

54.5%），邻居、亲戚、朋友（占38.2%），向乡镇农技推

广人员咨询（占70.4%）”。以此可以推断，目前，德

昌县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与服务等方面政府有很多

作为，老百姓对政府及其相关服务机构非常信任。

当然，从中也能看出，我国的信息服务中介机构服

务质量、信誉度均达不到广大人民的信赖。

4 德昌县解决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应对措施
4.1 加快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

助项目的实施

为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2013年3月15

日，德昌县农科局召开了“德昌县基层农技体系改

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启动仪式暨农业指导员培训

会”，使参加培训的各乡镇技术指导员能在关键季

节、关键环节和农民有需求时，在技术、政策、信息

等方面及时迅速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该补助项

目的实施大力提升了基层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

可解决农业科技进村入户难的问题，为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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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化服务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技术保障。

4.2 打破传统农业信息化建设及传递方式，拓宽信

息需求渠道

传统的农业信息服务手段落后，农业信息传递

方式单一，而在当今网络环境下互联网在农村的渗

透率迅速增大，德昌县农村农业信息硬件建设方面

已有很大突破，被调查者中拥有手机、能收听广播信

息并安装了有线电视（含自装设备）的众多。据此，德

昌县可以与凉山移动公司一起因地制宜地组建移动

乡音网，普及农户的移动电话，使农村用户通讯设施

条件得以改善。为解决农村信息盲区通信信息不畅

通的问题，可在宽带基础设施资源短缺的村镇开展宽

带信息镇村和3G 信息村的建设，加快发展3G移动业

务，以移动信息应用推进信息化村建设。

4.3 注重实效，坚持多服务方式并举的信息服务

据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在遇到难题时往往会选

择向乡镇农技推广人员咨询或找农业部门解决。

由此可见，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与服务等方面政府起

着主导作用，可责成农业信息服务机构在为农户提

供信息服务时应注重实效，具体实施可采取如下方

式：（1）根据本地主导产业发展要求和农民的信息

需求注重信息内容上和信息利用上的实用性，依托

县级专家组，联合科研、教学、企业等单位专家遴选

并确定主导品种和农民渴求的致富信息。（2）为方

便信息传递，政府应多采取在村中建立图书资料

室、信息服务中心或类似设施；相关部门定时发布

农情及疫情资讯；经常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

民解答疑难；建立相关农业信息资讯基站网络系统

等方式。（3）广开多样性信息获取渠道，农民可通过

乡村农技人员、政府宣传、农技推广部门、熟人交

谈、电视或广播电台、报刊、书籍及农民专业技术协

会等渠道获取所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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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 Dechang County of Anning Riv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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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ownship in Dechang fiel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from a random selected sample. A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 more than 400 households in the countryside

for investigating, getting stat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for Dechang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Additionally, the paper will analyze its success and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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