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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字乡村试点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

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

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长武县积极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在“数字乡村

长武红”模式中提出“1+8”规划，即一个县级总体规划

加八个试点村建设方案。2022年，建成了亭口镇宇家山

村、彭公镇槐庄村两个第一批数字乡村试点村，探索形

成数字化促进三产融合的“亭口模式”和数字化赋能乡

村治理的“彭公模式”。

亭 口 镇 宇 家 山 村 以 数 字 党 建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 探 索

打造“云上宇家山·链上党建”工作新模式，创办数字

电商培训学院，聚焦商产融合，引领和发展直播电商、

短视频电商、农产品众筹、预售、定制等农村电商新业

态，着力提升农业发展、农民素养、稳岗就业、人才培

养、红色资源、基层治理和农民生活的数字化水平。

彭公镇槐庄村是整体搬迁新村，位于县城城北5公

里处，拥有集中式关中风情民居194套，由于交通便利、

居住集中、功能齐全、民风淳朴，成为全县首批打造的

数字乡村试点村，建成“数字监控”“云上槐庄”“智

慧养老”“数字治理”四大平台，整合便民服务中心和

“七室一院”软硬件资源，推动协作共建、协同共治和

协力共荣，为全县数字乡村试点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

下一步，长武县将根据其余六个村的特色优势，进

行第二批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例如十里铺村将重点以窑

洞文化、驿站文化、农耕文化为核心，对其文旅方面进

行数字化改造；孝村将加强“孝”文化场景的打造、一

村一史文化中心的建设以及数字果库、智慧养殖、日照

中心智能化的建设；牛王村将重视数字果园可视化信息

接入，打造智慧果园+数字养殖模式以及治理一号通+智

慧养老健康小屋的建设等。

长武县发展模式对陕西数字乡村发展的启示

（一）加快设施建设，促进共建共享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

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在建设之前，首先要针对当

地的设施基础以及发展需求量身定制乡村基础设施的整

体规划，确定优先发展的项目和区域，确保资源的合理

分配和利用。其次，在规划制定以后，需加强对乡村基础

设施的多渠道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工程量大且

惠及众人的大型项目，不仅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还需

鼓励和引导资本以及农民合作社等多方进行资金支持。

在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推进乡村电信普遍服务，对于发展基础较弱的地区，

继续加强4G基站建设，确保宽带网络实现全覆盖；对于

网络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推动5G

以及千兆光纤网络向乡村蔓延。其次，对乡村原有的传

统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完善

农村道路设施建设，提升农村路况监测自动化能力以及

管理自动化水平；加强农村电网建设，鼓励发展可再生

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为乡村提供清洁能源支持；

实施农村电网数字化改造工程，逐步建设电网数字化、

智能化；加大对水利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力度，包括灌溉

系统、水库、水井等，提高农田灌溉和农业用水效率，

增加农业产出。建设完成后，要加强对数据的采集与应

用，整合各级农业农村数据资源，推动农业农村大数据

中心建设，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一张图”，为农民生

产生活提供数据服务，为农村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二）依托资源优势，建设特色乡村

陕西省地处三秦大地，文化底蕴深厚、科教资源丰

富、气候复杂多样，陕南、关中、陕北资源禀赋各不相

同。陕南地区生态宜居环境水平较好，是中国第二大富

硒区，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茶区，也是我国的传统生态农

业基地；关中地区科技资源雄厚，数字基建布局水平相

对较高；陕北地区是中国马铃薯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

农作物、杂粮、羊的重要产地。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各

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模式，助力

乡村发展。

2021年，陕西省发改委印发《陕西省特色小镇培育

创建方案》，结合陕西发展实际，划分先进制造类、科

技创新类、创意设计类、商贸流通类、文化旅游类、体

育运动类、三产融合类等七类特色小镇，下发各地区进

行申报，对申报成功的地区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考核，考

核优异的进行重点建设，并予以一定倾斜支持；考核一

般的予以发展指导，连续两年考核均一般的予以除名。

目前陕西省特色小镇建设势头强劲，有一定的发展，但

是 发 展 中 存 在 良 莠 不 齐 、 类 型 单 一 、 同 质 化 严 重 等 问

题。因此，在建设特色乡村时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做好顶

层设计、科学规划引领，严格划定特色小镇边界，合理

规划产业、生活、生态等空间布局，突出特色打造，弘

扬传统文化，形成“一镇一风格”。

（三）鼓励电商发展，提高数字素养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正逐渐改变着中

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农村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传统的销售模式逐渐

被更加便捷的网络模式替代，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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