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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互联县域乡村全景应用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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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13 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文件提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

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推进乡村振兴，不仅关乎乡村自身的发展，更事关我国经济社

会稳定大局，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上升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方面，更要

求从城乡发展的视角认识和把握乡村振兴，并探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和支点，同时“十四五”规划就智慧城市建设明确指出要“建

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智慧城市建设的升温并呈现从地级市

下沉态势，开启了深入发展数字农村、发展县域的智慧城市新阶段。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

驱动县域发展的基础动力。

方案背景

方案基于致远互联全域协同管理生态体系的数字底座，以数字政务为引领，聚焦兴农、惠农、优政、善治，并从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

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层面全局发力，全员协同、全系统集成、全要素连接，形成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建共享、

人人协同的县域数字乡村解决方案，推动乡村治理由精细化治理、多元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变，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深度与广度，真正

实现乡村的共建、共治、共享。着力智慧县域发展，提升县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水平，为提升产业经济、优化公共服务、优化社会

治理、优化社会环境提供了信息化支撑。

方案简介

基于业务背景，构建“1+7+N”的应用体系（“1”是指 :1 个大数据分析平台，“7”是指 7 个业务平台，“N”是指 N 个应用系统），基于此

业务定制平台，结合用户需求，可进行逐步扩展。

方案架构

亮点业务

县域乡村一张图，全盘掌控、智慧决策

县域乡村一张图通过信息整合、共享与集成利用，打造综合指挥中心、县域经济驾驶舱、政务效能分析中心、农业大数据和基层服务智
能分析平台等，聚焦县域乡村经济、产业规划、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科学调度、应急预警和评估预测，为县域乡村发展工作提供了数
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数智政务平台，综合提升政务运行效能

数智政务平台以党建为引领，提供“智慧党建系统”，提升党务效能，激发党建活力，
创新党建载体，把党的建设与数字技术的运用结合起来，为各级党组织业务提供高
效工具；提供“最多报一次系统”，包括数据上报、考核评价、任务判重等，为基
层减负；提供“防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覆盖数据采集服务平台、基层工作人员服
务平台、研判预判指挥平台，实现多种业务数据汇聚，全面动态监测；提供“一体
化协同办公系统”，综合提升办公效能。

县域治理平台，提升乡村治理信息水平

县域治理平台包括建设人居环境管理平台、小微监管管理系统、五好家庭户评选系
统等，涉及乡村居住环境如环境卫生、厕所卫生和垃圾桶卫生的AI监测分析和预警，
以及乡村三务公开、五好户的线上评选等，提高县域乡村居住环境，为村民创造更
加干净整洁和便利的居住环境。

县域经济平台，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县域经济平台覆盖助农贷款在线申请系统、农产品交易展示平台等，为农民提供资
金流通、农业交易信息服务等。其中，农产品交易平台免费提供农产品价格、价格
趋势、供求信息。农民通过接触互联网，及时方便的知道农产品信息，能够改善农
产品买卖两难问题，减少农产品滞留浪费，并能扩大销售范围，增加销售额，促使
传统农业向互联网运营转型，使其更加信息化、标准化和品牌化，为农民富裕富足
提供便利。

平安县域平台，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平安县域平台覆盖失踪人口清查、重点人口排查、个人极端隐患排查防范行动、农
村“黄赌毒”打击整治行动、农村人防物防提升行动、危险物品管控、高价彩礼，
以及投诉举报管理平台等，全面提升“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效能，夯实社会
治理现代化基础，打造城乡基层治理样板，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全力
守护群众平安，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不断提高平安乡村建设能力和水平。

乡村文旅平台，打造乡村特色新名片

乡村文旅平台包含县域乡村名片、文化宣传、文旅服务、全域服务四个板块，致力
于打造数字化县域乡村名片云平台，上承智慧城市，下联基础设施，实现内外引流、
文旅发展、行业增收、产业升级、政府监管多方共赢。

乡村服务平台，推进服务信息便捷化

乡村服务平台涵盖乡村法制服务平台、乡村德治服务平台、一件事一次办平台、农
技推广服务平台、农机租赁服务平台、信息发布平台、基层人力大数据平台和便民
服务，为村民提供各类服务平台，提供学习机会、就业机会，惠农便民，办事少跑
腿，逐步破除陈规陋习，加强法制人文建设，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



提升农业生产推广信息化水平
综合运用大数据、AI 算法、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技术，建设数字化农业生产平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节本增效目标，对于提高县域居民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健康可

连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陕西省米脂县郭兴庄镇打造“数字乡村”云平台

米脂县建设的“数字乡村”云平台面向乡村干部与农户，平台包括一村一品、智慧农业、便民服务、全科网络、随手拍、动态信息、意见上

报等板块，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为乡镇基层治理和服务注入“智慧基因”，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将数字元素将融入乡村生活的每个场景，并改变群众日常的点点滴滴，一幅数字兴业、数字治村、数字惠民的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

方案价值

案例鉴证

深度构建县域乡村治理及服务体系
方案深度实现对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重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基层服务、改善村居环境、提升乡村经

营状况、助力乡村治理智慧化，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变革，对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现代化县域乡村具有重

大意义。

加速县域乡村数字化协同共生
方案以数字资源与技术驱动农业数字化改造、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发展；同时，以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

政府为主力加速县域乡村数字化协同共生环境建设，极大改善县域乡村政务协同效能，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