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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手机、移动宽带互联网普及，为蔬菜种业博览会等农业会展提供了网上与实地展示相结合的展示传播推广渠道，

达到 365 天永不落幕的展示成效，创新了蔬菜种业等农业展会。文章分析了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现状、趋势，现有种业展示推广

及与互联网结合现状，分析了短视频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特点优势，指出了通过网上开展种业展示传播推广的做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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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人们的生活、工作已全面步入新媒体

时代，每天起居劳作中大部分时间离不开手机、网

络，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也逐步转移到智能手机、

IPAD 等功能强大的移动轻便智能终端上。依托于

高速互联网、移动网和高性能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们

获取图文、高清音视频信息更便捷，即时通讯沟通实

现了高清音视顺畅对话。音视频信息是新媒体网络

传播中最优的信息载体，音视频结合新媒体进行教

育、展示等信息传播是一种较优的传播展示方式。

2020 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人们面对

面的信息传播沟通，却大大推进了音视频结合新媒

体的信息传播应用，包括教育、展会等各行各业均积

极涉足，亲密接触，并取得了很好成效，值得大力推

广应用，尤其是农业的种业展示。

贮藏窖进行升级改造纳入补贴范围内，并逐步向现

代化贮藏库过渡。

6.2　提高农民的科学贮藏意识　政府或马铃薯种

植合作社应加强与马铃薯科研及技术推广单位合

作，针对马铃薯贮藏过程中各个环节技术要点，组织

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普及先进的国内外贮藏技术

和经验，加强农民的科学贮藏意识。

6.3　加强抑芽剂的研究进度，积极推广抑芽调控技

术　科研单位应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加大抑芽剂的研究和利

用，并及时将抑芽技术推广应用。

根据马铃薯贮藏各阶段生理变化特性，按照不

同用途及时对温度、湿度、通风进行调控，防止病害

发生、减少养分损耗，保证贮藏质量；积极研发推广

辐照、抑芽剂等技术的应用，利用北方一作区独特的

自然条件优势，在政策的支持下，使马铃薯贮藏设施

逐步向现代化贮藏过渡，推动马铃薯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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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现状
1.1　互联网发展现状　网络已成为全球社会不可

或缺的构成，深刻影响、主导着各产业的未来与发

展。中国是互联网大国，2020 年网民 9.04 亿，其

中手机网民 8.97 亿，网民通过手机上网比例高达

99.3%，人们移动触网已成习惯 [1]，网络已与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人们的工作、生活已难以离开网络。

农村信息化发展也成效显著，2019 年底中国超

过 98% 的行政村实现光纤网络通达，98% 的行政村

和 99% 的人口被 4G 网络覆盖。2020 年中国农村

网民 2.55 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46.2%，伴随移动

互联网发展，智能手机也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智

能手机第一大国，智能手机普及率超 99%，更多农

村居民用得起智能手机，更方便“触网”[2]。2018-
2020 年我国进入到“互联网 + 智慧农业”为主体的

新农业时代，农民网民稳步增长，对网络应用越来越

熟练的新时代农村网民，将会推动农业新业态、新模

式、新创意的诞生。

1.2　新媒体发展现状　新媒体是新技术支撑体系下

出现的一种数字化媒体形态，被形象地称为“移动媒

体”，具有很多传统媒体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如交互

性、即时高速、信息海量、共享开放、多媒体与超文本、

易检索等。它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网络为传播载体，

智能手机、电脑等为终端，实现图文、声像等内容的传

播和服务，包括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电视电影、

短视频等等。新媒体传递的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全

天候、全覆盖、低成本、低门槛即时全球传播，信息无

限期保存，检索便捷，能有效提升信息传播效率。

2　 5G 环境下视频应用场景及发展趋势
2019 年 5G 应用开始普及，2020 年初突如其来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民众为了规避聚

集接触传染，又因复课、复工、复产的急迫需要，均主

动与 5G 等高速宽带技术带来的视频应用场景进行

了亲密的接触，包括网络直播课、视频云端会议、云

上广交会、直播带货等等。

5G 有着更广的带宽、更高网速和更低时延，能够

实现万物互联，5G 的应用普及，所有产业都将实现数

据化、网络化、智能化产业升级。各类高清、超高清视

频新媒体信息，在 5G 网络中几乎都能流畅、零时延

传输，能使用户获得优质的视频信息享受体验。目前

立体、全方位的网络通信服务为广大用户提供了优

质、高速的通信环境条件，为视频等大数据、高流量

新媒体应用破除了网速带宽、流量费用等瓶颈 [3]。多

功能数码产品的普及也让视频制作变得简单、平常，

手拿智能手机就可拍摄制作微视频，并发布共享。

以上多种因素结合，推动了新媒体网络视频应

用迅速崛起，如 2016-2018 年网络短视频等平台爆

炸性增长，抖音短视频、西瓜视频等知名短视频平台

迅速突起，网络上短视频使用时长成为仅次于即时

通讯的第二大行业，网络视频网民也从 2009 年的

2.4 亿增长到 2019 年的 7.59 亿，占网民整体比例的

88.8%，网络短视频在中国迅速兴起 [4]。

3　短视频信息传播特点与优势
信息化时代人们需不断学习提升才能跟上时

代发展，学习成为一种泛在行为，互联网、智能手机

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知识，了解世界的

学习方式，为泛在学习提供了可能。随着智能手机

功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普及，人们大都用手机上网

阅览信息，而网络视频、短视频等新媒体信息是最受

欢迎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人们的学习行为已走

向移动化、微型化、碎片化。

网络视频、短视频新媒体是以流媒体为播放格式

“可观影、能听声”的声像文件，是短时间承载信息量

最大，传达内容更丰富，表达最直观，用户接受度最高

的信息化表现形态，是十分复杂的农业科教、科普、技

术技能等信息互联网传播、展现的最有效方式 [5]。

短视频的精短时长可填补受众大量零散的时

间空隙，更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内容消费

习惯，“短、快、精”的传播优势又最具交互性和视觉

冲击力，正以一种崭新的媒体姿态受到热捧并渗透

到人们生活中。但当前网络中娱乐型短视频占主导，

而科教型短视频正逐步丰富、增长，那么农业中的种

业展博会又如何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短视频出帆远

航，扩大展示传播效果呢？

4　 传统种业展示推广与“互联网 + 种业”现状
4.1　传统种业展示推广现状　我国是农业大国、用

种大国，农作物用种量大、需求范围广，常年用种量

在 180 亿 kg 以上，居世界第 2 位，市场总规模达到

900 多亿元，其中蔬菜种业市场规模 100 多亿元，且

还在快速增长 [6]。品种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优

良品种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单

产提高靠良种，结构调整靠良种，品质改善靠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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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和专业化也要靠良种，我国良种在农业

增产中的贡献率已达 43% 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

普遍在 60% 以上。放眼全球，每一次品种上的突破

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因此在加快

选育突破性高产优质新品种的同时，急需有效地提

升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大力推广良种，加快把我国

种子产业做大做强，努力实现种业强国的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良种推广展示主要通过建立示范推

广种植基地，以大田种植的方式进行作物良种特性

的示范展示，以及利用每年全国各地开展的种博会

等农业展会进行展示推广。随着种业规模的不断扩

大，种子展会逐年增加，全国性规模种业展常年达

20 多个，地方性展会更是不计其数，大多以蔬菜种

子展或博览会为主，其中北京、哈尔滨、武汉、广州的

展会号称“京哈武广”四大展会，不管是政府，还是

企业、展览公司承办，办展模式不外乎“良种示范 + 
展览、展览 + 论坛”等形式。当前绝大多数种业展

会、博览会基本均是通过大田实地种植来展示品种

优良特性，但受生长周期影响，作物最佳展示期非常

短，需观众到大田实地观看，传播推广范围有限，投

入大、成效小，很多展会开幕即闭幕，出现夭折现象

普遍，让参展企业、客商疲于奔命。

4.2　“互联网 +”融合行动后的种业展示推广现状　 
自 2015 年我国启动“互联网 +”融合行动以来，特别

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步入全新阶段，各行各业都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与互联网融合，也深刻改变着每个

人的生活。我国以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对传统

行业改造，“互联网 +”与各行业融合走在全球前列，

引导着技术、潮流趋势。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

心产业的种业，在“互联网 +”的影响下，也正与互

联网呈现出交融发展态势；但“互联网 + 种业”的发

展并没有其他行业迅速。互联网对传统企业融合一

般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传播层面的互联网化，即互

联网打破传统媒介垄断，消除信息不对称，通过网络

营销实现品牌展示、产品宣传等功能；二是渠道层面

互联网化，即通过互联网实现产品销售的电子商务；

三是供应链层面互联网化，通过 C2B 模式，消费者

参与到产品设计和研发环节；四是用互联网思维进

行市场资源合理配置 [6]。

目前我国“互联网 + 种业”仍停留在渠道层面互

联网化，虽有中国种业网、易农网、农商一号、爱种网

等大型种业电商平台，但大都沦为消费者获取价格、

产品供求信息的服务平台，在线交易少，种业电商仍

处在初期阶段。其次，通过互联网进行作物育种生

产、推广等环节的田间展示共享，虽技术操作可行但

目前进行尝试的仍较少。最早进行尝试的是 2014
年底杭州中国种业会上推出了“360°田间展示”内

容，通过协同全国合作基地，以视频形式将同一品种

在不同地区整个生长过程全方位不间断展示，同时

建立种子成长视频数字化档案，是农业大数据走向

实际应用的崭新尝试。农户通过展会屏幕或上网联

入系统可直观地观察种子在某一地区的整个生长过

程，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种子在该地区的田间表现，

具有文字、图片描述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展示平

台系统较复杂，需多方资源、设备支撑，难以复制。

互联网平台思维是开放、共享、共赢的思维，种业

依托互联网发展除以上两方面内容外，要进一步切实

发挥“互联网 +”对种业发展重要的推动作用，还有大

量的内容可以探索尝试。由于“互联网 +”与种业融合

是近一两年才起步发展，而以视频为载体在网络上展

示蔬菜名优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良种示范 + 互联网

展示 + 展览”的开放性专业性平台还是空白，没有单位

系统性开展相关工作，因此此项展示技术的知识产权

与技术标准也是空白，需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完善。

5　 “互联网 + 种业”依托短视频新媒体促进

种业展示传播推广
当前移动互联网正全力推进 5G 全高速宽带应

用，固网带宽也稳定提供几百至千兆宽带服务广大

城乡用户，城乡智能手机普及率达 99%，宽带提速

降费后丰富的流量套餐也让广大用户都能用手机流

量上网浏览、获取各类信息，包括观看视频信息等。

而数量众多的各类种业博览会、农业展会，花费了大

量人力、物力、时间等，打造起面积庞大的展场，却因

同质化发展，展示周期短，没有足够的人流观展，使

得办展效果不尽如人意，浪费了大量布展经费，尤其

在重大疫情下，实地展会的投入就更加难以获得相

应成效。

如何给种业展会赋予更多功能，让展会保持持

久生命力的需求非常迫切。而随着互联网，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手机智能终端等智能农业信息化普及，

为“良种示范 + 互联网展示 + 展览”提供了有力支

撑。通过将大田实地展示的各品种生长最佳时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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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特性拍成视频短片，并搭建展示网站平台，将各品

种视频短片配文字说明归类置于网站，通过网络大

范围、远程、长效性传播推广，展示成效与投入比将

达最大化。同时平台也开放接受有资质的种业企业

上传符合平台要求的品种视频短片，通过审核后展

示推广，将大大拓展传统种业展览手段和模式，创新

种业展览，对我国种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1　短视频展示平台建设　种业品种展示视频平台

以短视频为载体展示作物品种优良特性，平台收录数

据为短视频信息数据，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即时

传输即时播放观看，因此种业展示短视频平台以交互

式视频点播（VOD）流媒体平台形式搭建，流媒体数

据采用流式传输方式在网络上随时传送、播放。

VOD 流媒体平台是综合成熟的视频点播技术

开发出的一套基于网络的分布式数字化流媒体服务

系统平台，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发展，

采用最新音视频压缩技术和流媒体技术，综合计算

机、通讯、电视技术新兴的一门综合技术，也是一个

网络直播电视平台和多媒体网站平台，实现了平台

多元化。具有 HTTP 缓冲技术大幅缩短启动延时，

对系统缓存容量需求大大降低，极大减少用户等待

时间等优势特点，支持远程 WEB 管理，实现全程无

人值守，采用分布式体系结构，支持服务器负载平

衡。平台管理系统集视频转换、上传、发布、管理于

一身，管理员使用系统客户端，可以实现一站式操

作，最大程度将管理操作简易化，用户只需选择文件

和发布两个步骤即可，客户端自动处理转换、上传和

发布。在宽带网络环境中为用户提供简洁、流畅、画

面质量高的音视频服务。当前网络带宽进一步优化，

带宽不再成为视频传输瓶颈，视频流媒体平台搭建

首选以 MPEG-4 标准所定义的成熟稳定广泛使用

的 H.264/AAC 主流音视频编码格式为平台编码标

准。H.264/AAC 编码标准以高压缩、高质量和支持

多种网络流媒体传输著称，可使数字音视频文件大

小减少 50%~80%，最高可以转换生成 1920×1080
全高清视频，是技术含量最高、代表最新技术水平的

音视频编码格式之一，是所有音视频压缩技术中使

用最广泛、最流行的流媒体，已经广泛应用于手机

和数字视频播放器等新一代电子产品中。基础的

H.264 可以支持在 1M 带宽下传输 720P30 帧 /s 的

图像，H.264 HIGH PROFILE 支持在 512K 带宽下传

输 720P30 帧 /s 的图像。VOD 流媒体平台系统支持

任意音视频格式，自动识别各种音视频，自动转换成

H.264/AAC 格式（表 1）[7]。

表 1　种业品种短视频展示平台系统技术特点

技术类别 特点

技术特性 HTTP 流式缓冲技术，H.264/AAC 音视频编码编

码格式

支持音视频格式 支持各种主流的音视频类型，自动识别，统一转

换成 H.264 格式

服务器 直接与大部分主流 Web 服务器无缝集成，如

Apache 2、IIS 5/6/7、Lighttpd、Nginx 等

播放器 无需客户端，直接在浏览器中即可播放

带宽适应性 适应宽带网络

传透防火墙 使用 HTTP 的 80 端口无需做其他端口设置，不

受防火墙影响

负载均衡 容易实现负载均衡

分布式存储 容易实现分布式存储，支持各种网络存储设备

（如 RAID、NAS、SAN）

跨平台 支持 Windows、Linux、BSD 等主流操作系统

与第三方系统集

成

可通过 Flash Player 或 HTML 5 实现外部引用，

系统提供 SDK，能实现复杂功能的二次开发

共享 采用 MP4 封装的 H.264/AAC 格式符合业界标

准，可直接在智能移动设备上播放

随着数字视频的超高清潮流到来，网络视频将

由 2K 全高清视频逐步出现 4K，甚至 8K 超高清，当

前主流的 H.264 将难担重任，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

H.265 将成为数字 4K 时代的“救世主”，目前主要

用于 4K 等超高清监控。未来几年，网络超高清视

频越来越多时，流媒体编码将逐步由 H.264 过渡到

H.265。
5.2　种业品种展示短视频摄制　流媒体平台搭建好

后，要充分发挥平台线上展示作用，与线下实地展示

结合发挥 1+1>2 的作用，需要丰富、海量的各类型种

业优良品种短视频信息资源支撑。本研究是基于蔬

菜种业博览会、种业展示会开展的露地展示优良蔬菜

品种拓展到线上平台进行展示，因此，针对每年广州

举办的广东种业博览会及广州市每年春、秋两季在南

沙区举办的广州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会调研，获取长

势良好，尤其是被每届展会专家评为优良推荐品种的

优新品种。在充分实地调研了解的基础上，选取这些

品种长势最优的生长时期，将其最优的表现性状、最

佳的展示角度，以高清视频镜头语言进行展示。每个

品种摄制均以全景、中景、特写等各类镜头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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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通过镜头景别、镜头运动等组合所形成的影视

语言，并通过后期编辑形成 1 分多钟的短视频载体，

来展示品种优良特性特征。品种展示短视频摄制完

成经审核后，上传到平台相应品种类别数据库中进行

管理，并进行展示传播推广服务（图 1）。
我国各地举办的农业展会、种业博览会等各类

型会展越来越多，这类传统展会均有一定展示周期，

蔬菜种业等农业展示会露地栽培展示还受作物生长

周期等因素制约，如何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举办的展会成效最大化，值得大家共同探讨。随着智

能手机全面普及，移动互联网等带宽制约瓶颈消除，

短视频新媒体传播受到热捧，依托互联网，利用声像

多媒体制作技术、新媒体传播手段，将传统大田露地

种植的蔬菜种业等展示与互联网、短视频新媒体相

结合，以短视频为载体进行线上长期展示传播推广，

从而大大拓展传统种业展览推广手段和模式，创新

种业展览，使种业展会展示成效最大化，办成 365 天

永不落幕的农业、种业展会，以促进我国种业发展。

图 1　种业品种短视频信息摄制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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