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推行“一平台”集成管理。基于“大集

成、可复制、一体化”建设指南，统筹运用数

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投入

640万元建成综合信息集成平台1个，打造数

字海洋、数字渔业、数字旅游、数字治理 4个
通道，构建“海岛大脑+产业地图+未来乡村”

建设格局，实现岛域数据“全面共享、互联互

通”，业务应用“横向协同、纵向贯通”。还包

括推行“一手机”畅游东极。开发“云游东

极”APP,提供集公共服务、交通服务、定制旅

游、VR 游览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内容。

添加5G慢直播、1og微视频、AR互动等沉浸

式智慧旅游体验功能，满足游客全景式、全

链条、全程化、全文化旅游“一站式服务”体

验。以及在数字应用基础上推行的一站式

优质服务等。

在浙江的乡村里有很多这样的数字化

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发

展的生机勃勃，也可以看到乡村生活的蒸蒸

日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些案例让

更多的乡村在数字化赋能中，找到适合于自

己的时代力量。数字化让乡村产业拥有无

限可能，也是推动城乡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

径。但不管数字化的方式是什么，它的出发

点必然是便民为民，而它最终要抵达的必然

是共富共享。

当我们都在讲数字赋能的时候，数字可

以给乡村建设带来什么呢？

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地处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内，以数字引领乡村振兴为

主线，率先探索出了全面感知乡村数字化治

理平台——“数字乡村一张图”。以“数字乡

村一张图”为底板，一方面在乡村管理上，运

用“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测体系和人工智能

分析，融入浙政钉2.0，构建“天上看、网上查、

地上管”的闭环监管链条。同时引入智慧型

环境管控，通过全天候监测、多维度记录，辅

助村集体决策。另一方面在产业管理中，实

现了产业融合的“红利”。将数字技术与乡村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成智能农业示范园区

1个、智能农业示范基地 4个，完成数字化融

合农业项目 2个，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50%以

上；围绕莫干红色故事、“洋家乐”民宿推荐等

内容，吸引游客走进村、住进村，让村民共享

全产业链增值红利，221年共接待游客 30多
万人次。同时，结合“我德清”小程序，持续推

出“德清优品”“德清人买德清菜”系列活动，

贯通产销路径，让农民与产业企业利益联结，

真正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

同在莫干山镇的仙潭村，以数字为媒，引

领民宿产业集群发展。他们以数字活资产，

打通产业招引通道。以全国农村宝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为契机，建设“宅富通一一农房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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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让你换个角度看乡村

一件事”应用，重点打造闲置

宅基地（农房）动态更新、流

转服务、闭环管理三大场

景。综合运用遥感、测绘、互

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农村宅

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全面摸

清宅基地数量、布局、权属、

利用状况等基础信息，形成

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利

用人脸识别、区块链、电子网

签等技术，建立房源发布审

核、业务办理、全程监管的全

闭环流转管理服务体系；一

屏展示闲置宅基地（农房）流

转、审批、收益等指标状况，

通过“红黄绿”三色变化，直

观闲置宅基地（农房）盘活状

态。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三

乡人”治村执情实村庄治理

主体责任，形成“村事村管、

民事民议”的良好局面。而

这些最终是为了提升村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

同感。

还有金华兰溪市游埠镇

洋港村。以民生需求为导

向，农民增收为目标，统筹实

施未来数字乡村整体规划，

通过“八房四景二中心一礼

堂”的应用场景建设，创造性

体现未来产业、风貌、文化、

邻里等九大场景，推进乡村

生态空间、产业发展、人居环

境、基础设施、便民服务及乡

村治理系统性重塑，实现美

丽环境、未来产业、未来文化

和乡村治理等方面融合发

展。

还可以看看处于舟山群

岛最东端的东极村。以“数

智未来·共富海岛”为定位，

以基础数据为支撑，围绕海

岛生产、生活、生态核心，实

施全域数字化提升工程，激

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

优化民生保障能级，推动海

岛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打造

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

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不断

为海岛发展注入活力。其中

乡村是一幅美丽的画

卷，它承载着无数人理想中

的“诗与远方”。在这幅画卷

里，有青山绿水，更有美好生

活。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

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开启了浙江省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篇章。

十九年来，浙江的广大乡村

逐步走向共富更美。

2021 年，浙江省委省政

府做出建设未来乡村的重大

部署。一年多来，我省各地

结合资源禀赋、文化基因和

传承发展，推动未来乡村建

设探索出了一条条行之有

效的建设路径，并希望通过

这些路径实现农村与城市共

同发展的“未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