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同志就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答记者问

近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

家数据局综合司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以下简称

《指南 2.0》)。就《指南 2.0》相关问题，中央网信办、农业农

村部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指南 2.0》出台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

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数字乡村是乡

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2019 年 5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系统安排。2021 年 7 月，中央网信办等七

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以下简称《指

南 1.0》)，指导各地积极开拓创新，打造了一批具备复制推广价

值的应用场景和典型案例，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

从几年的实践看，全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深入探索的关键阶

段，面临数据整合共享机制仍需健全、内生发展动力仍需加强、

可持续发展模式仍需探索等问题。此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对新形势下数字乡村建设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指导各地更好应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遇

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组织相关单



位编制了《指南 2.0》，以便各地各部门在新形势下更准确地把

握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和目标方向。

问：《指南 2.0》主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优化完善？

答：《指南 2.0》主要对《指南 1.0》进行了 5 个方面的优化

完善。一是将原“公共支撑平台”内容纳入“涉农数据资源”，

强调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价值。二是将“智慧农业”从“乡村数字

经济”中单独成章，更好指导各地智慧农业发展。三是将“建设

发展模式”和“建设过程管理”整合优化为“建设方法”，进一

步突出指南的可操作性。四是细化保障措施，补充市级层面工作

任务，明确省、市、县三级任务分工。五是完善典型案例，结合

近几年创新实践成果，对案例进行了优化完善，提升指南的可参

考性。

问：《指南 2.0》的适用对象与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指南 2.0》主要面向省、市、县三级相关政府部门，适

用于指导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运营和管理。

《指南 2.0》按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要求，按照

“建什么、怎么建、谁来建”的思路，从建设内容、建设方法和

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框架，《指南 2.0》共包括

4 个部分 19 条。其中，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共 3 条，包括数

字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框架。第二部分是建设

内容，共 8 条，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涉农数据资源、智慧农

业、乡村数字富民产业、乡村数字文化、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

字惠民服务和智慧美丽乡村。第三部分是建设方法，共 3 条，包

括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共 5



条，包括加强组织保障、强化多元共建、加强安全保障、深化试

点探索、营造良好氛围。

问：《指南 2.0》主要有哪些特点？

答：《指南 2.0》立足实际、服务大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新形势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新要求。总的看，

有以下 3 个特点。一是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各方主体要紧密配合、上下联

动，按照“平台上移、服务下沉”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国家级、

省级系统平台等资源，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资源整

合共享。二是更加强调因地制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根据各地发展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

和政策举措，分类有序推进，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

求好不求快，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三是更加突出多方

参与，数字乡村涉及应用场景多，既涉及产业发展，也涉及公共

服务，需要准确把握不同场景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市场化方

式激发各类主体活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问：下一步如何推动各地用好《指南 2.0》?

答：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宣传解读。组织行业专家开展《指

南 2.0》内容解读，指导各地更好把握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内容框架、建设方法等，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二是强化试点应用。以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为契机，鼓励各地在实际工作中用好用活《指南 2.0》，聚焦

重点领域和难点问题，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



路径模式，打造一批典型发展样板。三是做好跟踪监测。加强对

各地数字乡村建设的跟踪指导，持续开展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监

测，及时总结推广各类优秀案例和典型模式，不断优化完善《指

南 2.0》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