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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推动乡村文化文物资源数字化。”文化数字化是

乡村振兴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政

府的积极推动，更需要管理层面把握政策方向指引，以

建设数字乡村初心为使命，坚定践行文化数字化的乡村

振兴发展定位。一是完善乡村数字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

系，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二是完善乡村数字化治

理数据管理制度，确保文化数据资源安全标准和全生命

周期可管可控。三是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有力

推进乡村数字信息一站式服务建设。四是建立乡村复合

型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引导数字化人才向乡村流动，

进一步壮大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

2、优化布局共促乡村振兴发展活力

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强则文化强。2020年9月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

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文化产业

数字化布局是落实《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的意见》所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总体部署，为数字乡村振

兴建设提质、增效、赋能的重要支撑。

一 方 面 ， 加 速 文 化 “ 新 基 建 ” 与 传 统 基 建 共 同 发

力，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文化专网，并

将现有设施充分利用起来，避免重复建设，消除“数据

孤岛”现象，消弭城乡、地域、代际之间的数字文化鸿

沟，让数字文化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乡村，用文化凝聚民

心，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另一方面，对于和“三农”相关的对应数据资源应

加大集聚力度，全面致力于“三农”大数据平台以及交

易平台创建，使“三农”数据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使城

乡数据要素流动以及融合工作得到推进，为城镇资源向

乡村地区转移创造平台，达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反哺乡

村的效果。并且，需提高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

要素方面的投入力度，使城乡数字鸿沟被打破，为乡村

振兴助力。

3、加快融合共促乡村振兴发展动力

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实现数字

技术与文化融合更加深入，全面推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发展，推出蕴含独特乡村内涵的文化产品以及服务，为

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得以实现提供动能。首先，融合传承

乡村文化根脉。乡村文化蕴含于村居建筑、乡规民约、

乡土艺术、传统礼俗等丰富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资源的活化利

用，做好乡土记忆的守护，用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让

乡村优秀文化得到保留与传承。其次，融合增强乡村文

化互动。公众积极参与文化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文化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参与者由被动走向主动，形成传统与现

代文化融合互动的见证者，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进程。最后，融合创造新业态、新场景。数字技术催生

丰富、多元、个性的乡村文化消费场景，将乡村文化元

素融入农业生产观光、农事体验，向数字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升级发展，突出地域特色，进行乡村文化品牌打

造，使产业发展规模更宽泛，赋予乡村文化自信不一样

的传播路径，确保乡村文化影响力大大提高，在促乡村

文化数字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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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属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重要内容之一，

可让农业农村历史文化得到准确记录，实现传统文化以

及风土人情的传承，促老百姓更加认同本土文化。数字

化技术的出现可赋能乡村文化传承，让乡村文化宣传推

广 方 式 更 加 多 元 ， 利 于 刺 激 农 村 旅 游 、 电 商 等 产 业 发

展，使农村地区就业与人口空心化问题得到解决，让农

村地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此，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目标，就需要将方向对准数字文化产业领域，使乡村文

化产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之东风，以融合变革、创新发

展、共享互通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依靠文化数字化来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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