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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智

库专家、哈尔滨学院李桂霞研究员指出，黑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体系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建立了

900 多个乡村基层数字文化服务站点，提供的终端设备可供周边 1

公里范围内的基层群众通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免费获取数字

文化资源。同时，提供服务农民群体的数字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涵

盖面广泛，加大了农业基础知识、农民致富、农民就业辅导等相关

内容。目前，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条件

已基本具备，现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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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纳入我省数字乡村建设之中

一是充分利用我省已有的乡村数字文化服务站点，整合人员、
资金、站址、服务等要素，统筹建设乡村信息服务站点，推广一站
多用、一机多用，形成可推广的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二
是以项目制形式推进落实工作任务，成立由主管乡村振兴的副省长
牵头的领导机构，成员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厅、省工信厅以及
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该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及时解决项目执行过
程中的资金、人才、设施等问题，定期开展项目的客观公正评价等。
三是采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 PPP 融资模式，吸
引大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基金会、志愿者团体等
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系统维护与服务运营。

二、打造“三个平台”，实施“三项计划”

打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乡村电商平台”、“龙江
乡村特色文化旅游平台”三个平台。实施“焕发乡风文明计划”、“乡
村网红培育计划”、“龙江乡村特色文化旅游 IP计划”三项计划。
一是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实施“焕发乡风文明计划”。
为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化培训、数字文化精准帮扶，提高乡村
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水平，改善乡村文化生态，提升乡
村人口素质。二是利用“乡村电商平台”实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
发挥龙江人民特有的幽默豪爽的性格优势，培育一批网红，利用他
（她）们进行网上直播带货和乡村文旅宣传。三是“利用龙江乡村
特色文化旅游平台”实施“龙江乡村特色文化旅游 IP 计划”。深
入挖掘我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传统民族节日和传统
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雪乡”“北极村”等一批有影响
力的乡村文旅品牌，推广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体验消费，推动乡
村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营销。

三、扩大宣传推广渠道

以“用户思维”和“流量思维”经营和管理项目网站，一是主
动为符合条件的上网服务场所接入项目，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美术馆、社区文化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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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广场、车站、集市、码头等设置项目接入点，方
便农民随时、随地、随身访问该项目。二是积极采用适应“三农”
特点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移动互联网应用（APP）软件，及时
推送项目内容，吸引农民主动参与。三是通过举办各种线上线下活
动，提高农民的信息素质，增强线上资源使用率和线下活动参与率，
提高项目的普及性、知晓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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