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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2021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分析聊城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在理论和实际调

研的基础上对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对影响和约束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而找到助力聊城数字乡村发展的着力点。提出聊城数字乡村发展建设对策,服务聊城数字乡村建设,助力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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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和新任务。聊城作为山东省西部的农业大市,发
展数字乡村建设,为农业生产装上科技的引擎,给农村发展插上数字的翅膀。应用数字科技打造农业产业新

高地,发展特色农村经济,形成完整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采用可视化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建设环境优美、农民生

活和谐富裕的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1 聊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指引及发展现状

1.1 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是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的指引

2022年4月,山东省委网信委印发《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全省所有行政村(社区)建成“百兆乡村”,所有行政村基本实现5G全覆

盖。涉农主导产业大数据信息资源体系全面建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支撑智慧农业,建设智慧农业典型应

用场景500处。

1.2 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1.2.1 数字乡村试点落地 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出台,省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也相继落地。2021
年山东省公布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聊城市东昌府区、莘县、阳谷县石佛镇入选。为了进一步加强聊城市

数字乡村建设,2022年4月聊城市公示了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郑家镇、堂邑镇;茌平区———菜屯镇、肖
家庄镇等14个乡镇(街道)作为数字乡村特色乡镇(街道)。

1.2.2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成果 2021年,东阿县姜楼镇上榜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优政”领域优秀案例名

单,成果的取得有赖于该镇大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临清市刘垓子镇———省级信息化扶贫示范镇的格润莱

福农场,凭借云计算、物联网、“3S”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智慧农业APP”收集了大棚温湿度、土壤水

分、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根据数据对农作物进行精准灌溉、施肥管理,不仅提高了智慧农业的服务质量和效

率,而且提升了农作物的产量,农民收益明显增加。2021年8月,京东云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合作,
将实施数字农业“112”工程,即建设“京东云(聊城)智能农业总部”,打造“中国聊城蔬菜大数据平台”,搭建

“京东云(聊城)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聊胜一筹区域品牌服务中心”。

2 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建设中制约因素分析

2.1 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建设需进一步完善

数字乡村要建设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及数字平台建设。2021年聊城市新建开通

收稿日期:2024-03-19
基金项目:2022年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兴聊十大工程研究”年度课题(NDYB2022086);2025年聊城市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研究”年度课题“新质生产力助力聊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章培培(1982-),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互联网金融。

·25·  现代化农业  2025年第5期(总第550期) 



5G基站2528处,累计开通5G基站4217处,在主城区、县(市、区)城区、主要工业园区实现了5G网络深覆

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一些乡镇及行政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欠缺,

5G网络及千兆光纤网络还没有覆盖所有的行政村,获取信息资源的网络信号不稳定,降低了信息传递速度。
完善的数字平台可以实现信息资源在不同需求者之间共享。当前聊城市已经建立了多个数字平台,但是平

台之间信息资源共享程度相对较低,信息资源只能提供给某一个或几个区域或部门,不能服务于所有区域和

部门。其他想获得该信息资源的区域或部门并不知道可以从其他平台直接获得,只能再次建立相关数据库,
从而造成在信息资源获得时,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2 乡村居民的数字化认知及基础较为薄弱

城市的经济、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比乡村发展迅速,同时教育资源也相对丰富,就业机会多、
待遇也比乡村高,农村青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在乡村生活的人多数都是年纪较

大的老人和留守儿童。留村老人多进行传统农业耕种模式,以自己的个人种植经验为主;有的老人虽然

接受了新的耕种模式———智慧大棚,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数字化知识及基础,遇到问题无法解决,可以解答

疑问的技术人员又较少,导致数字化工作进展存在一定的困难。

2.3 高素质数字人才数量难以满足现有需求

数字乡村发展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数字人才,尤其是数字农业发展。数字农业涉及的面广,整体链条较

长,涉及的知识也较多。如生产环节的智慧化、销售环节的物联网、农产品追溯环节的数字平台等,这些方面

的发展都需要数字专业知识全面并且数字专业技术强的人才。但是这样的高学历、高技术、知识全面的数字

人才大多数会选择发展机会多、晋升空间大以及待遇较好的大城市,选择在农村地区发展的高素质数字人才

数量较少。

3 聊城市数字乡村发展建设对策

3.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建立共享型大数据平台

数字乡村建设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增加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为数字基

建提供有力保障。其次,5G网络基站及千兆光纤网络实现市-区-县-乡-镇-村层层覆盖,同时加强信

号保障。高效的信息网络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的收集大规模信息,还能够为用户快速精准地提供

信息。
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建立共享型大数据平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共享型大数据平台需要把不同

的数据分类(如政务信息、农业生产数据、农产品销售渠道数据等)建立对应的大数据库,创建满足不同数据

需求者的同一搜索框。这样就不需要在不同的数据平台转换,在同一个大数据平台就能够实现各种信息资

源及时在各级政府和信息需求者之间共享,提升政府快速响应制定相关政策的工作效率,缩短信息需求者的

信息收集时间并及时做出决策。

3.2 提升乡村居民的数字化认知及基础

乡村居民不仅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受益者,更是践行者。因此,乡村居民的数字化认知及基础亟待提高。
首先,开展数字化知识大讲堂。让乡村居民知道数字化是什么,可以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哪些方面,可以给生

产生活带来哪些好处。其次,进行数字化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数字化是比较新的知识,虽然可以给生活

带来便捷,但也存在一些风险。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也要进行安全意识的培养,传授网络安全知识,警惕网络

诈骗及个人信息泄露。最后,加强数字化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把学到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运用在生产和

生活中,如运用网络销售农产品、应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农田,让数字化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同时提高乡村居民

的收入。

3.3 引进并培养高素质数字人才

面对高素质数字人才在乡村地区流失相对严重的情况,可以采用引进和培养同步进行的策略。首先,各
级政府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计划,对愿意服务于乡村地区的高素质数字人才给予一定的生活和住房补贴,并
搭建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让高素质数字人才不仅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其次,对现有的人才进行培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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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教育平台学习或者去相关的院校进修,使现有人才提升数字知识和技能。对通过学习或进修获得相

关学习认证的人员,可以在待遇方面提高或给予更好的发展平台。

4 聊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路径

4.1 搭建农业数据平台,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聊城地理位置优越,是山东省典型的农业大市,生产条件优良,生产链条完整,农业品种丰富。聊城市近

几年的农业生产中已经逐步使用智慧应用场景、产品追溯、网上商城等,但是这些数字平台之间的数据没有

实现共享。
近年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如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可以看到商品的生产过程,那么消费者

就能买得放心,买得省心。通过搭建农业数据平台,把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情况,产品溯源与网上销售有机的

结合起来。消费者通过网上销售平台购买产品,获得产品的二维码,通过扫描产品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产品

的整个生产流程以及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这就需要与智慧农场场景相结合,实时监控农产品的生产过

程,并有强大的数据库支撑,这样就可以随时溯源产品。农业数据平台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安心,也给种植户

提供相应的生产数据支持。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种类和要求。种植户可以按照市

场需求来进行生产,不断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站稳市场,增产增收。

4.2 打造“文化旅游云”平台,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聊城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不少景区都是国家4A级。建于北宋的阳谷狮子楼,闻名遐迩的武松打虎

处———景阳冈,东阿的中国阿胶博物馆和阿胶城,这些景区不仅有赏心悦目的自然风景,还孕育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聊城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昌府木板年画、东昌葫芦雕刻;传
统杂技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茌平花鼓戏、东昌府区流星锤、临清龙灯等。通过打造“文化旅游云”平
台,用3D全景影像让更多的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其境自然风景,感受历史文化底蕴,观看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制作,也可以通过平台购买开发的文旅和文创产品。这样不仅增强了聊城的知名度,也给乡村文旅发展

开拓了新的途径。

4.3 创建乡村治理平台,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乡村环境的改善。但是乡村发展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参与,因此创建乡村治理平

台,连接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创建新型村民与村两委共同治理村庄的协作关系。村事务的各项数据如农

耕情况、农技讲座、医疗进村、环境卫生等各项数据通过数据平台及时上传,并在村共享数字大屏幕上显

示,让村民全面及时了解村务工作,并可以利用意见反馈系统,把自己对村事务处理问题的意见进行反

馈;同时也可以通过系统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如农险报销、补助申请等问题上传,得到及时地解决。在数字

平台构建全村3D全景模型,通过接入监控及数字传感器等,实现村务可视化治理。利用数字技术采集全

村村民的基本数据,并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及家庭困难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动态关注,及时为他们排忧解

难。
今后数字乡村发展要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设计与建设数字乡村平台,为聊城市的乡村建设插上数字化翅膀,助力乡村振兴,
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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