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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智慧乡村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刘艳芳 蔡杰
1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近年来，竹山县以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充分应用省级农村信息化建设

技术成果，整合各部门农村党务、政务、村务、商务各类信息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智慧乡村科技信息综合服务体

系建设。针对竹山县智慧乡村信息服务平台系统功能、基层信息服务站点建设、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水平等方面存

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政策引导、科技创新、人才引进、试点示范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为加快竹山县智慧

乡村建设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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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日趋成熟，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乡村建设也

逐步走向智慧型道路。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和“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近期，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工作的通知》，首次

正式提出“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方式方法，发展智慧农业、智慧乡村”。这些指示和部署都为我国发

展智慧乡村指明了方向。 

1 竹山县智慧乡村建设现状 

竹山县位于湖北省西北秦巴山区腹地，隶属十堰市。2017年以来，为响应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号召，

实施“科技助力产业扶贫示范工程”，竹山县大力推进智慧乡村信息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建设和探索，目前全县农村信息化基

础设施覆盖面不断扩大，涉农信息服务平台和资源不断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信息技术的示范应用具备了一定基

础。 

1.1智慧乡村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良好 

为加快消除移动通信信号盲点，竹山县截至 2019 年已累计建成通信基站 868 个，全县行政村光纤通达率已达 100%。2020

年固定宽带用户总数超过 1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超过 29万。2019年竹山县建成乡镇信息广场 17个，村级信息服务站 152

个，相应服务网站 169个。安装立式终端查询机 35台，挂式终端查询机 134台，选聘农村信息员 152名。共组织信息员技术培

训 5场次(其中 50人左右 2场，150人左右 3场)，发展“党群通”用户 5427户，智慧农村网络电视用户 500户。 

1.2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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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十堰市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中提出的“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基本原则和“资源整合，统一接入”的基本要求，

已完成湖北智慧农村网竹山农村信息化子平台建设，联系县直单位确认函 17 个部门，共抓取采集相关信息 5100 多条，采集乡

村旅游景点图片及信息 35项，上传地方特产图片 39个，共享实用技术 20项，建设基层站点 28个，增添本地专家 19名。特别

是《乡村旅游》《基层站点》《地方特产》等栏目建设走在全市全列。在农村信息化专项资金的带动下，宝丰镇、城关镇等乡镇

先后投入资金 10万余元开展农村信息化建设。目前，宝丰镇、溢水镇、城关镇的信息广场的信息大屏已经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

全县 17 个乡镇农副产品网上市场、17 个村级公共信息服务示范站正有序推进，其中 10 个村级公共信息服务站建站完毕。各信

息服务站共为群众提供代理服务 1929件次，受理咨询服务 17000多人次。通过与省级智慧农村网平台的互连互通，为农村和农

业生产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补贴查询、医疗药品补贴查询、招聘信息服务、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服务和生产经营技术服务

12000件次，受理咨询服务 20000多人次。尤其是为贫困山区农民就业、进城医疗、销售农产品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帮助服务，

也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探索了思路和途径，真正做到了让农村群众“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办成自家事”，深受欢迎。 

1.3农业产业信息服务日趋完善，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有所提升 

近年来，竹山县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已形成以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为主的优势农产品基地。为此，竹山县在省级平台

资源整合基础上，不断加大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市场信息、价格预警、供求发布、专家服务等方面信息整

合发布力度，针对该县广大农户、农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农业产业信息发布和推送，取得良好成效。在提升农

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方面，该县还建立了“互联网+农业”农产品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农村超市、农资店、为民服务中心等主体作

用，推进村级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建设。截至目前，该县新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代办示范点 36个，培养电子商务代办员 72名。 

1.4强化人才培育，农村信息化队伍日益壮大 

竹山县在农村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上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竹山县共选拔聘任了竹山湖北农村信息化示范县

建设信息员 152 名，其中县级综合管理信息员 9 名、县级公共信息服务专家 6 名、村级公共信息站点信息员 117 名、乡镇公共

信息服务站信息员 17名、产业信息服务站点信息员 3名。 

另外该县不断加大互联网人才队伍培训力度，从全县 17 个乡镇的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村创业青年中选取了 60 名人员

进行集中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人才队伍的业务素质水平。选配的镇、村信息员，除能上传信息外，逐步为群众提供网络代购、

农副产品网上代销、快递代寄代收、水电费代缴、指导农民群众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云上竹山”等 APP 服务，实现“一

专多能”。 

2 竹山县智慧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智慧乡村信息服务平台、系统功能有待完善 

虽然该县在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从客观角度分析，现有的信息平台、系统功能还不够完善，已

不能满足当前农村信息化方便快捷使用要求，急需围绕商务、民生、政务、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需求，对现有平台进行改进和

提升，实现“线下实体平台+线上网络平台+服务站点”的全覆盖服务网络，同时完善网上办事、远程培训、专家视频等功能。

在资源整合方面，应该不断加大现有涉农服务资源整合深度和广度，实现各平台信息资源共享、数据一站式汇集、多终端一键

推送。目前在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建设的推动下，急需加大竹山县各涉农局(办)信息服务资源整合的力度，实现涉农信息服务资

源共建、共享、共用。同时按照共建共用的思路，需加大项目、资金整合力度，在建设“智慧竹山”的进程中，推进竹山县智

慧乡村建设。 

2.2基层信息服务站点建设仍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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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共服务站点建设是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战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最贴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可以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代办服务等，是实现信息“进村入户”，让农村群众“足

不出户，可知天下事，办成自家事”的重要途径。但是截至 2017年底，竹山县 254个行政村只完成了 152个村级信息服务站点

建设，还没有实现村级服务站点全覆盖，迫切需要加大基层服务站点建设力度，满足农民群众对各项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 

2.3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竹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强调：加强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智慧农业。大力实施云计

算、大数据等工程，着力建设智慧政务、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重点信息化工程。竹山县具备良好的农业产业发展土地环境资

源，理应大力推广产业科技扶贫。目前，竹山县在农业产业信息化方面有一定探索，但是在农业特色产业中的示范和应用推广

力度非常薄弱，全县农业产业整体层次偏低、全产业链培育不够，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较少，农产品和市场对接力度不够，

急需引入以农业物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产品电商为代表的农业信息技术来引导和推进农业产业向智能化、品牌化、

现代化方向迈进，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3 竹山县智慧乡村建设发展对策与建议 

3.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智慧乡村建设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如采取项目补贴、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政策性保险等多种

方式，在用地、用水、用电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同时要鼓励民间资本广泛的进入，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民间资

本。 

3.2强化科技支撑 

将智慧乡村建设中的关键技术、技术示范及推广应用列入国家研发和科技支撑计划，组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为智慧乡村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3加强人才建设 

推进智慧乡村建设，人才短缺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方面，要鼓励人才下乡、“城归”回乡、民工返乡，多渠道、多

形式广泛参与智慧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组织开展针对村干部、村信息员、村民以及镇村企业、农合组织等不同受众的多样

化信息技能培训，并将这些培训纳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范围。 

3.4开展试点示范工作 

选择一批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智慧村庄的试点示范工作，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3.5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智慧乡村建设一定要从乡情出发，根据镇村的地形地貌，人口、产业规模、发展阶段等各不相同，充分考虑各个乡村的特

点和需求，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实现“智慧”与“特色”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4 

[1]刘翔，朱雪坚，叶雪波.美丽乡村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测绘与地理信息，2016，39(5):110-112. 

[2]李道亮.敢问水产养殖路在何方?智慧渔场是发展方向[J].中国农村科技，2018(1):43-46. 

[3]禹杰.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玉环县为例[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 

[4]赵春江，李瑾，等.“互联网+”现代农业国内外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工程科学，2018(20):50-5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32000-2015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S].2015-04-29. 

[6]于法稳.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几个突出问题[J].人民论坛，2014(s1):60-61. 

[7]卢旭华.县域视角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J].沈阳干部学刊，2015(2):39-40. 

[8]柳兰芳.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J].理论月刊，2013(9):167-190. 

[9]李道亮.物联网与智慧农业[J].农业工程，2012，2(1):1-7. 

[10]宋陶鹏.阜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合肥：安徽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