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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深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
龙江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公共政策与现代服务业创新智库专

家、哈尔滨商业大学杨守德教授等指出，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巩固和扩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撑。当前，

数字经济已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加快数字技术在乡村

产业的创新与应用成为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有

力抓手。我省应将乡村产业数字化建设重心向解决信息技术融合程

度不高、知识溢出效应不够、业态创新能力不强、专业人才储备不

足等“痛点”问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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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田示范引领农业生产数字化，多元供给驱动农业服务信

息化

一是大田示范引领农业生产数字化。黑龙江省农业是典型的种
植业和养殖业占主导的规模农业，为数字技术的施用提供了极佳的
试验场。当下数字农业升级，要以大田农业数字化发展示范引领家
庭农业数字化发展，深度推进物联网和精准耕作两大关键技术融合
应用。以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佳木斯等地为现代农业
转型重点区域，进一步扩大“天地空”“互联网 +”农业、智慧农
场等数字农业高标准示范基地数量和规模。

二是多元供给驱动农业服务信息化。大力推动信息化和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创新智慧农业服务供给模式，通过培育
多元服务主体，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本土龙
头企业等不同服务主体各自的优势和功能。鼓励各类服务主体围绕
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一体化服务组织体系，打
造数个集农资供应、信息化解决方案、线上销售、土地流转、农机
共享、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兼具市场性、公益性和应急性的农业生
产性服务共享平台。

二、改造农产品加工工艺流程，强化供应链体系前后衔接

通过嵌入新一代数字技术，优化升级传统工艺和作业流程。加
大遥感装置、智能装备、数控系统的应用和研发力度，重点提升乡
村加工企业分拣包装、冷链追溯和决策分析能力。基于物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开发多种便于操控的农村物流 APP，提供车货匹配、
溯源查询、信息发布、仓储闲余等功能，消除信息壁垒。深度实施“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以信息技术打通供应链，以流通加
工强化农商互联。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前端延伸带动农户建设
原料基地，与农民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向后端延伸建设物流
营销和服务网络，推动原料生产、展示销售有机衔接。积极探索发
展“中央厨房＋冷链配送＋物流终端”等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的新型加工业态。

三、创新升级农村电子商务，畅通城乡商贸双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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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电商进村综合示范项目成功经验，通过与电商平台建
立长效产销对接关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利用平台优势带动农产品
提档升级、形成特色品牌。实施乡村电子商务升级工程，支持电商
企业在乡镇和农村建设服务网点，鼓励发展直播带货、社交电子商
务、社群电子商务等新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重点引导农业
产业园、农产品集散市场开展直播电商，注重培育一批本地、本村
网络直播带货能人，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模式加大农产品营
销力度。积极推进农村超市、综合服务社等实体零售网点的信息化
改造，拓展经营服务功能，提供代购代销、代收代发、物流配送、
电子支付等电商服务。整合邮政、供销社、商贸流通企业等资源，
推动农村末端服务网络建设，尝试推广驻村设点、快快合作、快邮
合作、快交合作、快商合作等模式。

四、拓展线上线下旅游体验，提升乡村智游服务质量

休闲旅游业是当前带动临乡消费、增加本地就业、激发业态创
新潜力最大的乡村产业。黑龙江省要聚焦城市周边游、自然风光游、
民族风情游三个重点领域，在 2025 年之前培育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100 个以上，形成数个知名度高、吸引力强的乡村旅游带。同时，
加快制定出台乡村休闲旅游数字地图。在优化旅游基础服务方面，
完善乡村网络配套设施，实现重点村无线网络全覆盖。通过接入或
自建平台等方式，完善在线支付及预订系统。通过数字化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资源，有效调动社交 APP、短
视频平台、微博、公众号等公域流量，大力推介乡村休闲旅游“打
卡地”和“精品路线”。借助“线上云游”“直播带货”等模式，
拓展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渠道，丰富消费者线上观赏和购物体
验。注重文旅深度融合，鼓励线下文化节和艺术节进行线上展播、
展销。

五、完善育人机制深化发展潜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内生动力

充实的数字人才队伍和活跃的市场主体是实现乡村产业数字化
建设成功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以返乡下乡人员和企业家等为重点，
协同发挥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各方作用，培养造就一批数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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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同志， 

省委副秘书长，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市（地）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送： 中宣部办公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省新型智库建设指导协

调委员会成员单位、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

市（地）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省重点培育智库负责同志，省委办公

厅信息处、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各处室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社科工作办编 共印 500 份

业农村领域科技领军人才。通过典型示范、学习培训、指导服务等
多种形式，提高“三农”干部、新型经营主体、高素质农民的数字
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完善产业、财政、金融、教育、
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差距，为构建新型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奠定基础。把握农产品加
工业向县域下沉和集聚发展的趋势，将县域产业园区作为优化县域
营商环境的主战场和示范区，在现有农业产业园、工业示范基地基
础上，引导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园，力争将园区打造为乡村产业
数字化发展的诚信磁场、成本洼地和服务高地。

（作者系省重点培育智库—公共政策与现代服务业创新智库专
家、哈尔滨商业大学  杨守德教授；韩平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