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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数字金融中各项数据通过数字、图表等可视化的方

式动态展现，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数据支持。管理者亦可

通过数字乡村后台管理系统进行系统管理用户及权限管

理、内容发布及修改、反馈问题处理、数据统计查询等

操作，实现乡村治理线上化、数字化。

2、数字乡村治理成效显著

日 照 市 以 北 京 路 街 道 车 家 村 为 试 点 ， 联 合 山 东 联

通、阿里钉钉等企业推进数字化乡村建设，以5G和新基

建为基础，以乡村要素数据化为主线，搭建数字化村民

自治平台，打造了“数字车家村”。车家村以“钉钉”

A P P 作 为 入 口 ， 将 社 区 便 民 服 务 、 党 建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公益服务、电商服务、劳务服务、乡村教育服务等

进行整合，建立起数字党建、幸福村庄、日照大嫂、政

务服务、智能办公硬件和互动互助等6个基本农村治理单

元，让群众利用智能手机就能查询党务村务、接受自治

管理、享受便民服务、加强邻里交流等便捷高效的管理

和服务，打通了数字化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3

月，“数字车家村”入选山东省基层治理实践案例选编。

3、农业数字化转型刚刚起步

发展数字农业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数字农

业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强力推动、市

场主体主动和各方支持互动。目前，日照市数字农业建

设尚在起步探索阶段，数字应用主要体现在专项业务及

经营主体智慧农业领域，已建成“惠万家”数字平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平台、农田建设管理平台、农村

集体资产监管平台和“畜牧养殖一点拍”小程序等数字

化平台和应用场景。“惠万家”数字平台以农资直营为

起点，探索创新“惠农码+直营”模式，构建起以“惠农

码”追溯为核心的信息服务平台和以“直营”惠农为目

标的农资直营流通服务体系，不仅让农民购买到优质优

价放心农资，而且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可追溯。农

田建设管理平台能够实现对日照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全过程质量、进度在线监管，采集分析全市42个墒情监

测站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管理

人员和车辆不到位造成的监管缺失问题。

存在的问题

1、基层群众对数字乡村概念缺乏认识

由 于 农 村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比 较 薄 弱 ， 加 之 农 村 人 口

多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为主，数字化素养

低，对现代信息和智能科技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不高，普

遍对农村的数字化建设和管理缺乏感知。大多数农民对

互联网的使用局限在微信、微博、淘宝、抖音等平台，

甚至连数字乡村的概念都没听说过。在缺乏直接利益刺

激的前提下，农村基层居民对学习、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不高。

2、农业数字化转型进展不快

由 于 数 字 农 业 涉 及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 物 联 网 、 人

工智能应用等多方面现代科技，技术含量高、投资成本

高、维护费用高、人员要求高，推进建设过程中面临诸

多问题和困难。一是缺少政策扶持，投入不够。目前各

级涉农项目奖补资金均没有单列数字农业建设内容，政

策性资金引导支持导向不明晰。二是受数字农业建设投

入周期长、资金大、见效慢和生产成本加大、缺乏相应

人才进行日常操作、维护等因素的影响，各类主体自主

投入发展数字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3、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乡 村 的 情 况 千 差 万 别 ，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应 该 注 意 结

合乡村基础条件和实际需求加强顶层设计，避免用一个

模式简单在乡村复制。目前，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尚处在

探索阶段，在顶层设计上仍存在与基层实际结合不够紧

密、标准规范不完善、投入分散、重复建设和资源低效

利用等问题。

4、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匮乏

与 城 市 相 比 ， 农 村 的 数 字 化 环 境 和 待 遇 均 处 于 劣

势 ， 数 字 化 人 才 难 以 扎 根 农 村 ； 部 分 地 区 由 于 缺 乏 经

费，对数字农村的人才培养培训不足。特别是农业信息

化人才体系及队伍不完善，缺少既懂农业又精通信息化

建设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影响数字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

领域的推广应用。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1、注重观念更新，着力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

针 对 农 村 基 层 普 遍 对 数 字 乡 村 缺 乏 认 识 的 问 题 ，

要坚持解放思想，以观念破冰驱动行动突围。一要加大

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和宣传载体，充分发挥微博、

微信、抖音等新兴媒体便捷性的优点，深入宣传党中央

关于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向广大基层干部特

别是广大农民讲清楚数字乡村建设的重大机遇和时代价

值，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广大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二要强化能力提升。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高度

重 视 基 层 干 部 的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能 力 ， 重 点 加 强 对 乡 镇

（街道）、村干部和涉农领域的党员干部的能力培训，

通过开设专题培训班，深入学习中央关于数字乡村建设

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切实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抓牢抓实。将“数字乡村建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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