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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畅通“工业品下乡”通道，促进农村居

民生活用品、农资农具、生产经营服务的线上购买。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在

网络娱乐、网络视听内容等领域的消费。

 加快培育农村新业态。打造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智慧

便捷的休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森林人家和康养基地。推进创意农业、

认养农业、健康养生等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发展，探索共享农场、云农场

等网络经营新模式。

 完善农村智慧党建体系。丰富党建信息化综合平台功能，加快

基层党组织“上云”。综合运用重点新闻网站、政务网站、“两微一端”等

平台，积极稳妥、依法依规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等信息网上公开。

 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提高涉农事项全

程网上办理比例。推进电子政务外网向乡镇、村延伸。深化农村综合服务

网点覆盖，推进农村地区数字社区服务圈建设。

 提升村级事务管理智慧化水平。推广村级基础台账电子化，

建立统一的“智慧村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进一步丰富村民自治手段，

推进村民在线议事、在线监督。

 推动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逐步完善“互联网 + 网格治理”

服务管理模式，打造基层治理“一张网”，推广“一张图”式乡村数字化治

理模式。高质量建成涵盖所有县、乡、村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应用体系。

 加强农村智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系，加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加快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推进基层应急

广播主动发布终端覆盖，建立应急广播快速传达通道。

 筑牢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强化乡村网络文明建设。加大对“三

农”题材网络视听节目的支持，增强优质内容资源供给。遏制不良网络信

息在农村传播，加强农村少年儿童不良信息防范教育。

 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用数字化手段保存农村地区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艺。加快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字化工作，完

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加快建设数字农家书屋。

 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信息化水平。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

治理数据收集与分析，实现农村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智慧监管。构建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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