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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经验及几点思考 

丁晶晶
1
 

（安徽省农业信息中心，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浙江省依照“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理念，紧紧围绕着农业生产全产业链和乡村全域，统筹推动

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和制度改革创新，着眼探索全域数字治理、数字智慧生产、乡村智治、数字链上

增值、数字产业化等，开辟了一条具有浙江省地方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新路径，为安徽省农业农村部门学习借鉴提

供了好经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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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绕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新目标和新定位，大力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积

极实施新时代浙江省“三农”工作的“369”行动，成立数字“三农”专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浙江

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近年来，浙江省数字乡村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总体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1 浙江各地数字乡村的做法 

1.1安吉县数字乡村 

安吉县积极开展数字测绘图层入库，对全县 1.4 万 hm2茶园、1.7 万多户茶农精准匹配数字地图，并完成确权登记，绘制了

全县茶园“一张图”。安吉县运用“产业大脑+超级工厂”模式，打造了 5家安吉白茶示范超级工厂，重点建设了安吉白茶数字

化生产管控系统，升级改造绿色生产、无尘加工、仓储系统，平均产能提高 70%以上，人工成本减少 50%以上。安吉白茶品牌价

值已达 41亿元以上，位居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第六位，2020 年产值 27.59 亿元，为全县茶农人均增收 7500余元。安吉县利

用遥感影像、图像识别、三维实景地图、北斗定位等数字技术，构建了乡村全领域数字化管控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新政

府网格化监管精密智控，结合应用数字乡村一张图和健康码，乡村红黄绿码人员一目了然，切实防范好农村“小门”。 

1.2德清县数字乡村 

德清县整合各涉农部门现有的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农业生产数据和农村社会经济数据等数据资源，汇聚了近 60 个部门的 9

亿多条基础数据，建立了完善的德清县数字乡村大数据中心。2020年全年新增归集 15亿条动态数据，大数据中心共享数据接口

400多个，月高峰访问量可达到 12万次。建设“我德清”本地化数字生活服务平台，通过随心问、随手拍、政务服务 100%上网

的模式，形成一个村情民意线上互动系统，打造线上闭环式群众路线新载体。德清水木莫干山都市农业综合体园区采用“大数据

+农业数字生产+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创新了四大关键算法，即初步 AI人工智能管控算法、设施设计算法、智能节能算法、植

物生长闭环智能标准化管理算法，通过该团队自主研发的从生产到销售全流程数据采集和智能管控设备，实现黄瓜、番茄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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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全过程关键要素的数智精准控制。 

1.3桐乡市数字乡村 

桐乡市建成以市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为服务后盾，以农村淘宝服务站为主力，以淘宝网“特色中国·桐乡馆”和乌镇景区大

型门店网上展示、线下体验的 O2O 模式为特色的全市“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体系和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家庭

农场、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数字网络化购销经营的多达 500家以上，利用信息网络开展产品营销的专(兼)

职人员 1126人，实现农业网络营销金额达 6.35亿元。桐乡市通过遥感监测、定点可视化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所有行政村的全

域环境卫生点位，开展每年六次的可视化监管，有效提升环境卫生整治处置速度和治理成效。 

2 浙江数字乡村经验做法 

2.1聚焦全域数字治理，构建“数字孪生乡村” 

数据资源是发展数字农业的基石。浙江省积极推进“一城一脑”建设，数字城市与物理实体城市开展统筹规划、同步建设。

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归集体系建设，建设“一图一库”智慧数据体系，形成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物理

实体+数字孪生”的农业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模式，打造“数字孪生乡村”。“一图”以数据为基础，依照乡村建设空间、自然环

境空间、未来规划空间三个维度，梳理“一图”资源目录、叠加多个图层，理清农业农村基本要素。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不同应

用场景需求，开发农业生产、国土规划、交通网格、水利电网等 8大类个性化空间底图。“一库”打破数据壁垒，开展涉农领域

各部门数据归集，建成数字乡村大数据库。 

2.2聚焦数字智慧生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浙江省借助农业生产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施建设“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工程”、产业振兴项目、数字农业工厂试

点创建等重大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数字农业转型升级。深化与甲骨文、阿里巴巴等科技龙头企业合作，开

展人才培育孵化，为数字乡村提供源动力。目前，浙江省颠覆传统经验型养殖模式，已形成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数字农业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数据挖掘不断探索建立从生产现场到管理决策的全数字化闭环管控过程，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平均

提高 40%左右。 

2.3聚焦乡村智治实践，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浙江省因地制宜推进 4 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和 15 个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市、县建设。依托城市大脑，构建乡村数字治理

“1+N+5”框架体系，即打造一个大数据底座，建设 N 个应用支撑体系，积极推动乡村规划、乡村环境、乡村服务、乡村经营、

乡村治理五大领域数字化，实现协同高效的政府治理。德清、安吉等县强化基于数字化的智慧化乡村治理，通过跨部门的涉农全

量数据归集、共享、数据再造和业务流程协同，提升乡村幸福质感。浙江省率先探索“一图全面感知”乡村数字化治理的新模

式，构建村情民意、遥感监测等“问题事件工单”流转处置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全过程数智化监管。 

2.4聚焦数字链上增值，挖掘产业增收潜力 

浙江省积极实施“互联网+”，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开展农产品物流中心、产地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村淘服务站和鼓励农业主体建立网销体系等多种途径，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县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体和农产品品

牌。探索“农产品+旅游”新模式，充分利用旅游资源，通过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农村电商“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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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聚焦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浙江省以地理信息产业为核心，按照“坚持产业发展‘特而强’、功能叠加‘聚而合’、建设形态‘精而美’”的特色小镇

创建要求，打造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第三方机构，注册成立公司，以市场机制运营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积

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服务创新创业主体、日常运营等方面作用。小镇已引进院士专家十余人，各类创业团队 80多个及创新

创业高端人才 5000余人，集聚相关信息化企业 400余家，推动了企业专业化的分工协作、高效率的配置生产要素，同时降低了

创新创业成本、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3 几点思考 

安徽省的数字乡村建设与浙江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围绕乡村振兴，应实施“数字皖农”规划，建设 1个省级农业农村大

数据中心、5大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 

3.1打造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 

继续建设安徽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立足现有层级架构、支撑架构、内容架构的基础上，横向拓展业务功能、模块，强化

数据分析、挖掘、服务，纵向延伸到市、县、乡村，分层级强化数字采集、传输及应用，实现全省上下联动贯通，逐步推进涉农

数据积累，加快涉农数据挖掘应用，探索建立应用生态圈。 

3.2推动生产数字化转型 

加快发展数字农场、数字牧场、数字渔场，开展智慧感知、智能分析、数智控制技术与装备的集成应用，实现农产品生产环

境智能监控、饲料精准饲喂、水肥药精准施用、重大病虫害智能化识别、农机数智作业与调度监管，示范带动农业经营主体建设

智慧农(养殖)场，提高农业生产重点流程的数字化水平。 

3.3推动经营数字化转型 

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信息化技术赋能农村实体店铺，全面打通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加快建设农产品网络销售供应链体系、支撑保障体系以及运营服务体系。创新探索发展众筹农业、云农场等基于数字化的新

模式新业态，引导文化创意基地、农村康养等数字化建设。开展水稻、茶叶等安徽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大数据分析，合理

引导产业发展，开发一批农业单品种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系统。 

3.4推动管理数字化转型 

推进粮食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品牌专用粮食主产区上图入库。建立安徽省高标准农田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实现农田

建设实时查询和全程监管。完善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信息系统，建立追溯管理与风险预警、应急召回联动机制。建立

“掌上执法”APP，在日常监管、双随机检查、事件核查等检查活动中，逐步建设数字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型监管机制。 

3.5推动服务数字化转型 

加大“省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皖农惠 APP)的推广使用。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大力推进安徽省涉农政务服务和长三

角地区涉农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一网通管”，基本实现涉农政务服务事项 100%全程网办服务。建设“皖事通办”平台

数字“三农”专区，集成农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推出智能“秒办”事项。依托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积极统筹和整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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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指导各地推广农业生产社会化数字化服务。 

3.6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在有基础、有条件的县区开展数字乡村治理试点建设，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方式，建立“互联网+”新治理模

式，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农膜、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长期定点观测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网络监督，共同维护绿色生活环境。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信息化管理，依托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平台，指导各地健

全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提高集体资产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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