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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新农活”的“新三变”发展模式，按照“先谋事、

再聚才、推产品、搞整合、强链条、闯新路”的“六步

走”工作步骤和举措，榕江立足新媒体产业发展优势，

充分运用全县1.2万多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网

络直播营销团队，积极动员全县群众自发拍摄赛事短视

频，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自媒体宣传“村超”足

球赛事，实现了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关注效应高

的效果。通过数字赋能，让榕江享受到了互联网流量的

红利，极大地增强了贵州“村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

动赛事品牌化发展，助力数字乡村新产业新模式发展。 

新媒体产业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以深度融合为基础，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数字

乡村互联互通

随 着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的 推 进 ， 乡 村 地 区 对 新 媒 体 的

需求越来越大，数字化、信息化的乡村业态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根本。新媒体建设并不是数字乡村的简单运用，

而是涉及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塑。从横向层面，要

大力推动新媒体与主流媒体、区域融媒体全方位融合。

从纵向上，需要新媒体技术与乡村实际生活深度融合，

上 下 贯 通 、 互 融 互 通 ， 从 而 使 手 机 成 为 农 民 的 “ 新 农

具”，常态化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二）以人才培育为关键，激发数字乡村建设内在

力量

在 数 字 乡 村 推 进 下 ， 提 升 农 民 新 媒 体 素 养 是 提 升

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一部分，有助于弥合城乡“数字鸿

沟”。深入实施县域电商发展工程，建立文旅专业人才

库、手工匠人才库及非遗传承人才库，把融媒体中心、

文 化 馆 和 文 旅 人 才 作 为 直 播 人 才 培 养 重 点 对 象 ， 实 行

“一人一策” ，打造优质主播。要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数

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上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民参与农

村社会治理，推动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

要善于利用当地致富带头人、村干部的影响力，让他们

成为第一批当地乡村直播的“推介者”。深入挖掘乡村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人 ， 培 育 其 成 为 乡 村 特 色 文 化 传 播 的 使

者，同时，要吸引返乡青年通过直播自主创业或就业，

培育网络直播营销团队，孵化龙头企业。

（三）以内容创造为重点，加强乡村网络文化建设

县级融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直播等传播方

式，依托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聚焦乡村独特的农耕文

化、民族文化、饮食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讲好乡村好

故事，传递乡村好声音，以内容为王，创新创造出充满

乡村时代价值的文案作品，其内容尤其要保持民间味、

乡 土 气 ， 突 出 乡 土 、 乡 情 、 乡 愁 “ 三 乡 ” 味 道 ， 以 真

实、真诚、真情打动游客，有效杜绝商业化、资本化，

保持“村味”的原真性。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更要创作

出具有区域特色、极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内容，创作系列

乡村故事，并进行数字整理、文案创作、特色包装。建

立乡村“数字博物馆”“乡村数字资源库”等平台，强

化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助推数字乡村建设。

（四）以新媒体直播为突破，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新媒体直播的本质是情感交流、情绪交流，需要专

业嵌入“人”“事”“场”立体式的直播内容，借力新

媒体直播加快推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一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禀赋，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利用乡村特色资源、民族风俗打造乡村产业品牌，通过

发挥新媒体的叠加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着力推动乡

村产业深度融合，提升乡村优质产品的竞争力。

二是利用新媒体传播效应，探索数字乡村治理新模

式。随着乡村“数字化潜能”得到不断激发，建立“5G+

数字乡村”统一平台，构建智慧法律援助、智慧应急管

理、智慧监管等数字服务体系，能有效提升县域和村级

治 理 数 字 化 能 力 。 通 过 新 媒 体 数 字 赋 能 ， 建 设 “ 看 得

见”的数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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