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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农村发展问题受到党

中央政府的日益重视，基于此，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领导下，我们对大数据下“乡村振兴”进

行了创新与应用。大致有以下细节：首先是“互联网+”嵌入“三农”，让农民实现足不出户就能了解

农作物的基本情况，“互联网+”嵌入农作物生产的各个环节，能够有针对性对农作物进行培育；其次

是打造农产品超市，与农商户进行合作，购进既健康又绿色的农产品进行销售。对农产品超市的每个模

块进行实现。此项研究不仅为乡村农作物的销售开辟了一条新颖的路径，还能解决当今快节奏时代饮食

健康的问题。为农户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产品堆积和消费者对

健康食品的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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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ace of life is get-
t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people’s needs are increas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nternet technol-
og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we have innovated and applied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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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roughly the following details: Firstly, the internet plus is embedded in “agriculture, ru-
ral areas and farmers”, so that farmers can know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rops without leaving home, 
and the internet plus is embedded in all aspects of crop production, so that crops can be cultivated 
in a targeted way; Secondly, build a supermarke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operate with far-
mers and merchants, and purchase healthy and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sale. Each modu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ermarket is to be realized. This research not only opens up a novel 
path for the sales of rural crops, bu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of healthy diet in today’s fast-paced 
era. A safe and effective platform for farmers and consumers has reduced the accum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sumers’ demand for healthy food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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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强则国家强。在当今时代，“乡村振兴”似乎已成为大家耳熟能

详的话题[1]。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习惯导致饮食越来越不健康，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食品需求越来越高，因

此运用当今的大数据信息技术打造农产品超市，高效地解决农产品积压问题。实施乡村振兴策略，有利

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策略，是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根本；实施乡村振兴

策略，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民越

来越有奔头，让乡村也成为令人向往的居住地[3]。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2]。 

2. 项目技术需求分析 

农产品(超市)应用的移动端的开发环境为：Android Studio + Android SDK + JDK 1.8。数据库采用的

是 MySQL 数据库[4]。 

3. “乡村振兴”的设计与应用分析 

3.1. 市场定位 

在网上查阅资料，了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一些偏向爱好。组内成员商讨制作问卷，在学校周边一

些小区进行问卷调查，也可以制作一些问卷链接邀请各个师生进行资料收集，最终整合成一份报告进行

研究分析，了解年轻人和周边居民的偏好，以更好完成农产品超市的打造[5]。经深入调查发现，科技越

来越发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许多的年轻人因为一天的劳累工作而在外面吃快餐，不想出门买菜挑菜；

还有一些妈妈需要在家照顾孩子不便外出；一些老人生活的不便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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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产品超市”项目的总体框架 

1) 农产品超市的打造：a) 超市需供实名信息及有效证明材料申请建立；b) 将各地方的农产品超市

利用大数据进行区域划分；c) 精准分析检验农产品超市的安全性及可靠性；d) 保证农产品的种类齐全，

便于一站式购买[7]。 
2) 农产品的来源：a) 与乡村振兴进行合作，及时收购粮食；b) 农作物生产商提供相应食品的基本

信息(如图片，视频讲解，有什么益处等)；c) 保证农产品的来源渠道安全可靠，有相关的品质保证，及

安全证书[8]。 
3) 消费者的购买：a) 利用大数据定位消费者的地址，及时推荐周边的农产品超市；b) 提供商家的

信誉信息及顾客的评分数据，给消费者更好的选择[9]；c) 为消费者提供周边农产品超市物品价格的排序，

及农产品的分类；d) 为消费者提供营养菜谱，打造健康美味的套餐，提高生活品质。 
4) 其他服务：a) 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到店自提，及送货上门两种服务；b) 商家根据消费者

的定位信息送货上门；c) 农产品超市及时联系预留电话通知取货；d) 若消费者对商品不满意，可与商家

联系退换货，商家同意后三日之内退换。 
农产品超市的打造总体来说分为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是页面，第二部分是业务，第三部分是数据资

料的储存。其中客户端用户和商家会将需求发送到管理员，管理员根据相应的要求作出回应然后将数据

储存到相应的数据库中，最后将信息反馈给用户和商家。具体详细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Agri-food Supermarket” project 
图 1. 农产品超市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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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产品(超市)”的功能实现 

首先，我们开展的项目是系统开发，所以我们团队在设计农产品超市时，着重于对各板块功能的划

分和实现。根据不同板块所需的要求，我们设计了不同的页面和功能。每一个功能板块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10]。 

4.1. “农产品超市”功能板块的划分 

从总体来说，打造农产品超市分为四个大板块，第一是用户信息的打造，他们需要有登录农产品超

市的账号，然后是查看所有商品信息的权限，最后是订单的交易；第二是商户的建立，首先是向管理员

提供基本信息，得到严格审批后建立个体商户，对商品和订单进行管理，最后是配送货物；第三是管理

员部分，有着对商家信息的管理权，用户信息的管理权，订单的管理权，作为第三方，对农产品超市的

运营有着牵制和平衡作用[11]。具体板块细节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functional s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ermarket” 
图 2. 农产品超市的基本构架 

4.2. 消费者板块 

1) 注册：注册时需输入用户名、电话号码所在城市、邮箱号和设置登陆密码，然后进行实名认证，

输入身份证和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完成注册。如此前已经注册过账号，则可直接进行登录。 
2) 登录：已进行过注册，后台数据库中会有个人信息，只需输入当时设置的账号和密码，方可进行

登录。 
3) 商品阅览：登陆进去后则可以看见商品界面，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通过商品的分类进行

选择，商品界面会显示农产品的基本信息，价格和产地，极大的做到源头透明化。 
4) 订单提交：消费者在选好自己所需的农作物后，点击提交订单，并留下正确有效的联系方式和地

址，以便后续发货。当订单提交完成后，如还有什么需求可以联系商家，进行沟通交流。如对交易有什

么疑问或商品出现一些问题，此界面还可进行退货退款。 

4.3. 商户板块 

1) 注册：商户需要进行实名注册，提供商户名称、真实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所在城市区域

和设置登陆密码，系统便会将这些信息录入数据库中，以便后续登录。如此前已有商户账号，直接进行

登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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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同消费者板块登入方式一样，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入。 
3) 超市管理：商户需提供农产品的基本信息，如：照片，名称，产品信息，价格，销量，库存，产

地，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并且要对商品进行分类，完成后即可上架售卖。 
4) 商品信息管理：商户对商品的商家和下架进行管理，并且设置详细的产品介绍，做到产品可溯源，

清晰明了。 
5) 订单管理：商户对消费者提交的订单即使进行配货，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满足需求。如遇退货退

款及时进行处理，并且查看退货退款进程。 

4.4. 管理员板块 

1) 登录：同消费者的登录功能板块一样，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2) 消费者信息管理：拥有查看消费者信息，修改消费者信息，管理消费者的权限。 
3) 商户信息管理：拥有查看商户信息，修改商户信息，管理商户的权利。检查不合格之处，命令强

行整改，以规范商户；消费者行为不规范，信誉较低，便进行冻结账号，以正良好风气。 
4) 商品信息管理：拥有查看产品信息，修改产品信息，管理产品的权利。当商品不满足可上架的条

件是，则可强制把商品下架，以正规范，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5) 订单信息管理：可以查看平台所交易的订单，确保安全可靠，作为第三方，即可联系消费者也可

联系商户。 

5. “农产品超市”的实现流程及界面设置 

5.1. 注册登录功能板块的具体流程。 

登陆注册模块逻辑流程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Registration and login process 
图 3. 注册登录具体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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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农作物信息查看功能板块 

查看农作物信息流程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View the agricultural work process 
图 4. 查看农作品流程 

5.3. 订单交易功能板块 

订单交易流程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Order transaction flow chart 
图 5. 订单交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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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注册登录流程 

新用户须先注册账号，详情页面如图 6 所示，再进行登录。如果此前已经注册过账号，则可直接进

入下一步，登录账号即可，具体界面如图 7 所示。 
 

 
Figure 6. The registration screen 
图 6. 注册界面 

 

 
Figure 7. Login screen 
图 7.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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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产品选择 

消费者成功登录进农产品超市后，便会出现商品分类界面，有推荐、上新、蔬菜、粮油、肉蛋等分

类标签，并且可以查看农作物的基本信息，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消费者查看农作物界面

如图 8 所示[12]。如是商户登录成功，则会出现商品管理界面，对商品进行商家和下架处理，进行分类和

价格拟定，需要对整个超市的货物进行管理，商家管理商品界面如图 9 所示。 
 

 
Figure 8. Consumer interface for selecting crops 
图 8. 消费者选购农作物界面 

 

 
Figure 9. Merchant management product information interface 
图 9. 商户管理产品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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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订单详情 

当消费者选好自己需要的产品，并提交订单完成付款后，农产品(超市)系统会生成一个订单详情页面，

上面提供了订单编号，交易金额，交易时间，收货人资料等信息，消费者如对订单有疑问，可与卖家进

行联系，申请退款或退货，消费者订单详情界面如图 10 所示。当消费者提交完订单，商家这边也会收到

一个订单详情页面，与之不同的是有修改订单的权限，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对订单进行编辑修改，进行配

货发货，最后完成订单交易，具体界面如图 11 所示。 
 

 
Figure 10. Consumer order details page 
图 10. 消费者订单详情页面 

 

 
Figure 11. Merchant order details page 
图 11. 商户订单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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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拟解决的问题 

1) 城乡数字鸿沟，农村信息孤岛，难以利用互联网助力农业生产；解决方法：深入调查，翻阅信息，

保证互联网普及到每村每户，进行互联网培训[13]。2) 高水平专项人才缺乏解决方法：与全国高校进行

合作，为返乡大学生提供一定补贴和支持。3) 物流成本高，物流单一；解决方法：与快递企业深入合作，

修路进村至户，打造完美路线[14]。4) 如何通过大数据等方式定位商家及消费者的位置信息；解决方法：

联系相关技术人员，学习并了解相关技术。 

7. 农产品(超市)创新点 

项目创新概述：1)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2)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3) 推进农业标准化和信息化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区别传统品牌的高姿态打造方式，如今的互联网用户更加注重的是互动和体验感[15]。因此打

造品牌应该以用户思维来思考，利用互联网互动便捷特征，用对等、公平的态度，与消费者互动，形成

亲和力、品牌粘性、忠诚度、情感互动依赖[16]；4)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5) 源头品牌化，让农产品附加

值倍增。通过与地标农产品品牌运营商合作，实现了农产品的品牌化运作，让原本毫无竞争力和附加值

的农产品有了新的标签和意义[17]。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的问题，为农民增收，而且还

打消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传统顾虑，让消费者可以放心、大胆地购买[18]。品牌农产品超市从农产品的

源头，它实现了全链路的数字化，真正让农业改头换面，农产品不再是冷冰冰的产品，而是变成了可溯

源、可再造的全新存在；6) 减少了人们的时间，既保证了新鲜又保证了健康[19]。 

8. 项目总体评价 

总而言之，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障碍，只有正视这些困难，

了解这些困难，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收获，才能成就现在的农产品超市[20]。“互联网+”的深入结合，

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为农产品的走出大门铺垫了道路。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市场产品也

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前行。乡村振兴，我们在路上，并从未停

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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