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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

支持“新能源 +”项目建设。着力建

设现代化农村配电网。加快推进农

村屋顶分布式光伏多场景应用开发。   

12. 建设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集配中心）。依托具备条件的

存量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打造 5 个

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集配中心）。

13. 建设农产品产地仓储保

鲜冷藏设施和产地冷链集配中心。

建设和提升 300 个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基础设施。依托县城、重点镇

布局建设一批产地冷链集配中心。

14. 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

送体系。建设以县城快递物流集散

中心、乡镇快递物流服务站、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为支撑的三级

物流配送体系。2023 年建制村实

现快递服务全覆盖。

15.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完善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

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支持

不少于 15 个县实施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

16. 建立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

源体系。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管理，

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向乡村

延伸覆盖。

17. 建设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

地。支持建设 20 个省级数字农业创

新应用基地。鼓励设施园艺、大田

种植、畜牧和水产养殖等数字化升

级改造。

18. 建立完善数字乡村发展统

筹协调机制，推进数字乡村试点。

定期召开省级数字乡村统筹协调机

制会议。推动 13 个省级数字乡村试

点地区试点工作。

19. 夯实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深化农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

网络、数字电视网络深度覆盖。面

向农村脱贫户开展精准降费工作。

20. 深入实施“互联网 +”农

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和“数商兴农”

行动。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

养殖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通过网络销售自有农产品。推

进农产品直播电商示范基地建设。

21. 完善农村科技供给。实施

一批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

应用科技计划项目，提升农村科技

供给水平。

22. 建设政府应急调度音视频

系统。实现省、州（市）、县（市、

区）、乡镇四级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音视频互联互通。

23. 推进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建

设和农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初

步建设形成覆盖全省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的大数据分析

应用平台。

24. 实施智慧广电固边工程。

建设保山、普洱、德宏、怒江、临沧

12个边境县（市）广播电视传输网络。

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

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