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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20 report pointed out: “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most arduous and onerous task is still 
in the countrysid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e” work,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path in 
Longchang cit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alyze the subject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and behavior, analyz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age,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omoting	longchang	city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governance	level	toward	the	goal	of	modern	evolution,	finally	realize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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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问题及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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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三农”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机遇。论文对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问题及提升路径进行研究。
在了解隆昌市概况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和行为，分析现阶段的成效，找出存在的问题，在推动
隆昌市农村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和农村治理水平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进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建设数字中国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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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

设，在多个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把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

内容，并相继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

发展行动规划（2022—2025）》《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数字乡村概念、

要素、整体规划等，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现代信息技术与农

业农村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然而，现阶段

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系列问题，论文针对现实问题提

出有效对策能够为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

指导。

2 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现状分析

2.1 联结成渝，打造农业互联网云平台
隆昌充分利用毗邻功能平台优势，与荣昌谋划推进国

家畜牧科技城、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稻渔产业研究院等重

大项目，布局推广油茶、稻渔、生猪等智慧农业，推动产业

数字化、高端化转型 [1]。打通两地“信息壁垒”“行政壁垒”，

设立“川渝通办”办理专窗，为群众提供了便捷化、智能化

服务。

2.2 联结城乡，弥合“数字鸿沟”
隆昌推动实施“双千兆”光网建设工程，旨在提供更

高速的宽带网络服务。这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

能力，改善农村居民的网络体验。隆昌努力提高农村固定宽

带家庭的普及率，对 2018—2022 年宽带普及率进行调查，

近年来宽带普及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将有助于农村居

民获得更好的网络连接，促进数字化农村的发展。

2.3 联动创建，发挥复利效应
数字化乡村旅游平台将整合各个乡村旅游资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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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景点介绍、特色活动、民俗文化等，方便游客了解和选

择。同时，平台还提供多媒体展示功能，通过图片、视频

等形式呈现乡村旅游的魅力。此外，数字化乡村旅游平台提

供导航和路线规划功能，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

选择最佳的游览路线。这将帮助游客更好地探索乡村旅游资

源，提升旅游的便利性。隆昌坚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助

推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天府旅游名县等重大创建工作。推动

“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去年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收

入突破 30 亿元。

3 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在中国宏观政策的支持下，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取得

阶段性进展，隆昌市部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来源为政府

资金支持，对于财政拨款的依赖度较强，使得经济发达地

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而经济发展较弱的乡村基础设施不完

善，即存在地区差异性 [2]。除此之外，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不

完善，隆昌市部分乡村的居民无法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

利，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

居民的发展，制约了经济增长。

3.2 智慧绿色乡村蓄能缺乏
智慧绿色乡村需要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驱动下绿色乡村蓄能主要分为

三个层面，一是技术蓄能；二是意识蓄能；三是资金蓄能。 

首先，隆昌市的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技术人才，

导致技术蓄能不足，无法有效地推进智慧绿色乡村建设，

要想利用数字乡村建设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在新产业、

新业态的要求下，需要一大批热爱农村、擅长信息化的“田

秀才”“农创客”“粮大使”[3]。其次，隆昌市农民对于智

慧绿色乡村的理念认知度较低，缺乏智慧绿色乡村治理的意

识，使得意识蓄能不足。最后，智慧绿色乡村建设需要大量

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引进、培训和宣传等。然而，

隆昌市部分地区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无法为智慧绿色乡村

的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持。

3.3 数字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不健全
数字乡村建设的治理主体包罗万象、错综复杂，隆昌

市数字乡村治理利益相关者较多。首先，各部门协同作用发

挥并不明显，从目前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情况来看，治理

主体的多样性导致了各自为政的问题，治理网络趋向破碎

化，“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管理分散”

的现象依旧存在。其次，数字化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

还不够深入。数字化党建应当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

包括党组织建设、社区管理、公共服务等。然而，在隆昌市

的基层治理中，数字化党建的应用比较有限，没有充分发挥

其在提升治理效能、优化服务模式和加强党群联系等方面的 

作用。

3.4 数字化乡村生活方式滞后
现阶段，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

隆昌市乡村地区的数字化程度低，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受

到很大的限制。此外，由于网络安全意识的薄弱，隆昌市消

费者在进行数字化消费时，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风险有所

提升。通过对现阶段数字乡村生活总结可知，隆昌市数字化

乡村消费环境的不良也与乡村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需求多

样化程度低等因素相关。隆昌市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消费业态单一，数字化消费服务供给不足，使得数字化

乡村消费环境的建设滞后于城市地区，难以满足乡村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

4 隆昌市数字乡村治理提升建议

4.1 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加强光纤网络建设。光纤网络作为目前传输速

度最快、带宽最大的网络技术，应在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中得到重点推广。隆昌市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引导电信

运营商加大投入，加快光纤网络的铺设进度，确保乡村地区

能够享受到与城市相当的网络速度。此外，隆昌市还可以与

电信运营商合作，共同建设光纤网络基站，提高乡村地区的

信号覆盖范围，确保人人都能够方便地接入网络。其次，推

进 5G 网络建设。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

发展，对网络的传输速度要求越来越高。5G 网络作为下一

代移动通信技术，具有超高速传输、低延迟和大连接数的特

点，对于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隆昌市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电信运营商加大 5G 网络建

设投入，推进 5G 基站的建设进度。基础设施建设以 5G、

算力网络、能力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构建

“连接 + 算力 + 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畅通城乡信息流通“大动脉”，创新推广丰富多彩、

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推进数智惠农强农兴农。

4.2 蓄能智慧绿色乡村建设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现代农

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的绿色革命推动传统农业技术改造升

级，包括生物化、信息化、无害化、循环化和标准化等方面，

发达国家围绕农业生产精准化、集约化、高值化已开始了新

一轮的战略部署。通过以下场景进行优化：第一，场景一：

园艺作物生产。园艺生产以温室生产为主，可以引入山东寿

光大型现代智能温室模式，隆昌市从温室的耗能、成本、效

益入手，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场景二：智慧果园生产。

现阶段，隆昌市农村地区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业生产

缺乏劳动力，提升果园生产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隆昌市应引入智能化的设备，在采摘、除草、喷药、开沟、

施肥、巡检到升降作业平台等环节进行应用。第三，场景三：

智慧养殖生产。养殖是智慧农业重要的应用场景，动物的体

温检测技术产品可以在线检测，发现生病之后温度升高的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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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便于及时进行防治。动物禽舍有害气体专用传感器非常

实用，符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隆昌市还可以通过视频摄像头监测动物行为，实时监测营养

状况、健康状况等。巡检机器人、防疫消毒机器人，可以代

替人从事对身体有害的作业。

4.3 健全数字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让政务服务逐步实现“事

前服务”“免申即享”“主动推送”，提供便捷、高效和优

质的政府服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服务质量，实现政府服

务智能化升级。各地政府积极推动政务在线服务平台建设，

提供自助办事、线上申请等功能，实现政府服务 24小时无

接触办理。首先，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政府可以建设

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各类政务服务资源，提供便捷的

在线办事服务，如在线申报、在线咨询、在线支付等。其次，

加强政务服务的监督。政府应建立健全的政务服务监督机

制，加强对政务服务的监督和评估。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开

展政务服务满意度调查，及时收集居民对政务服务的意见。

最后，政府还可以建立政务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对政务

服务进行评估，通过透明公开的评估结果，提高政务服务的

效能，提高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4.4 营造数字化乡村宜居生活环境
数字经济已成为乡村发展新的增长点，发展数字经济

势在必行。一方面拓宽线上数字化消费渠道。首先，发展电

商平台。隆昌市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发展电商平台，提供多样

化的商品。隆昌市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

电商平台并扩大产品线。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电商企业的

监管，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强物流配送。为了

提高线上购物的便利性，隆昌市政府可以加大对物流配送的

投入。比如建设更多的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提高物流配送

的效率。最后，加强数字支付 [3]。为了方便消费者进行线上

支付，隆昌市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银行和支付机构提供便捷

的数字支付服务，如手机支付、电子钱包等。另一方面，拓

宽线下数字化消费渠道，培育数字化消费新业态。政府可以

加大对数字化消费新业态的培育，鼓励企业开展共享经济、

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业务，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同

时，隆昌市政府还应提供创新创业的支持，鼓励更多的创业

者投身于数字化消费领域。

5 结语

通过构建数字乡村评价体系，并对隆昌市数字乡村建

设进行研究，有利于对隆昌市的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全面透

彻的了解，掌握其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探索未来数字乡

村建设的模式。有利于激发隆昌市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快

推进隆昌市落实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实现乡村各

个方面的振兴。也有利于推进农业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拓

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其生活质量，

推动隆昌市农村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和农村治理化水

平朝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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