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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分三步走：

u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u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现代化基本实现；

u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

u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u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u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u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u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u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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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

十九大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2019年中央
一号文件

《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
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

二十字方针描绘了未

来乡村的蓝图——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Ø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Ø 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

户。

Ø 加快建设信息化、智

能化农村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

Ø 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构建为农综合服务平台。

Ø 推动“互联网+党建”。建

设完善农村基层党建信息平

台。

Ø 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网上

公开，畅通社情民意。

Ø 建立统一的“智慧村庄”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

Ø 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

网应用工作；

Ø 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最多

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

Ø 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领导群众发展乡村产业，参与乡村治理。

Ø 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坚持县乡村联动，推动

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Ø 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加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

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农村各类安全隐患。



P5

  

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7个路径指引、5大振兴

u 党的十九大报告
u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u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总体要求

生态宜居 是关键

乡风文明 是保障

治理有效 是基础

生活富裕 是根本

产业兴旺 是重点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修复

夯实农业生产能力

实施质量兴农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农业对外开放、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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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实施数字中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战略的总体部署
，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着
力建设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
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

指导
思想

发展
目标

主要
任务

保障
措施

  2019年12月25日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      农规发[2019]33号

到2025年，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农业农村数据采集体系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网络、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基本建成。

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政策支持 强化数据采集管理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

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

农业自然资源大数据

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

农村集体资产大数据

农村宅基地大数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
数据

 

生产经营数字化

种植业信息化

畜牧业智能化

渔业智慧化

种业数字化

新业态多元化

质量安全管控全程化

 

农业农村管理决策

农产品全产业链

数字农业农村服务

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数字治理

管理服务数字化

 

国家农业农村
大数据中心

农业农村天空地
一体化

国家数字农业农村
创新工程

重大工程建设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前沿性技术超前布局

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

技术装备创新

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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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如何
落实

责任
如何
落实

如何
服务
乡村

数据
怎么
采集

数据
谁来
采集

质量
怎么
保证

如何
满足
管理

数据
如何
运营

设备
如何
维护

数据和信息资
源保障层面

数字乡村运营
层面

战略实施层面 乡村服务层面

政府管理层面

行业痛点-政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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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基层工作

多头
管理

填报
数据

今天县委要的这
个报表和昨天财
政要的报表差不
多，怎么又要填
一遍！

张三家的厕改进
度咋填呀，我不
掌握呀

李家屯156户村
民的基础信息我
得手填一遍，然
后再做成电子报
表，好麻烦呀！

上级叫采集公共
厕所的位置，但
是这经纬度是个
什么？手机定位
不是能自己找吗？

张老四报的合作
社信息，怎么和

工商的对不上？

又到基层党组织换届
了，又要通宵统计组
织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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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在家就注册
合作社，老去县里

好麻烦

快递都不到村，能
不能解决

能不能帮我种
好地

村干部怎么又来搜
集信息了，上周不

是才过来吗？

能不能帮我把
菜卖上价钱

干部说每人收10
元建监控，这个东

西我能用吗

如何
便民

提升
收入

行业痛点-村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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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痛点剖析
工作量大+数据杂乱+机制难长效+体系不全 多渠道采集+系统整合+监管+云资源

数据采集监控手段传统

基层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拍照、信息上报手段落
后，纸质材料众多，数据核对和电子化工作量大

数据运营工作缺乏基础

目前，没有建立到村的数据采集运营团队或者体
系，难以对整体实施工作进行有效的保障

数据资源涉及面广核对整理难度大

三农数据资源涉及面广，数据资源整理核对工作
量大

长效机制
缺乏长效监管机制，工作绩效和项目监管缺少手
段

多渠道采集

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多渠道
政府工作数据采集通道和微信小程序群众信息反馈通
道

系统整合

依托三农大数据平台建设，全面整合涉农信息系统，
拓宽数据获取渠道

监管

建设基于数据信息的项目管理监督手段，为三农大数
据平台运营实施提供有效保障，助力数字乡村和乡村
振兴战略

云资源

基于云端资源，构建到村信息服务体系，实现数据采
集、乡村物流、项目跟踪、信息服务等一条龙服务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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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移动办公大数据分析决策乡村振兴工作管理

• 建 设 一 系 列 的 手 机

APP，方便农业部门

领导以及各处室工作

人员通过手机APP随

时随地的进行各项工

作，达到了真正的移

动办公的效果。

• 构建诸如村画像、户

画像等各类大数据分

析模型，为各级政府

和农业部门领导提供

决策分析数据支撑，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

• 掌握乡村振兴任务的

进度情况；

• 实现农业农村厅/农业

农村委员会工作中乡

村振兴工作动态跟踪、

动态监控，精准管理。

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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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公共服务
市场信息、农业电商、种养
信息、农业品牌推介等

信息采集平台 专题分析应用平台
综合查询、趋势分析、对比分析

6大内容
决策指挥平台

数据模型、综合查询、分析
预警等功能

农村党务、政务、村务工作管理

GIS地图管理平台
数据下钻、地图打点、地图聚合、
GIS地图区域查询

APP群

业务表单定制、流程定制、数
据填报、数据导入、数据审核
等功能



P14

Ø 采集基础功能
提供采集平台的业
务表单定制、数据
填报、数据导入、
数据审核、数据统
计、数据导出以及
打印功能

Ø 产业兴旺采集系统
包括农业企业采集
子系统、农村创业
创新采集子系统、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采集子系统

Ø 生态宜居采集系统

包括农业绿色发展、
人居环境情况以及
湿地保护等业务模
块数据的采集

Ø 乡风文明采集系统

包括思想道德建设、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乡村文化生活等模
块的数据采集

Ø 治理有效采集系统

包括村级填报、镇
级填报、区级填报
的村基础信息、村
组织信息、村干部
信息等业务模块的
数据采集

Ø 生活富裕采集系统

包括新一轮结对帮
扶困难村数据采集、
困难户数据采集

信息采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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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分析系统

专题
分析

生态宜居分析系统产业兴旺分析系统

包括农业企业专题分析、农业主导产业分析、
科技成果推广分析、农业经济开发区分析等
10个采集子系统

立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人居
环境情况以及湿地保护角度展开数
据分析

提供乡风文明分析子系统覆盖全省
涉农区的思想道德建设情况、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情况、丰富乡村文化
生活情况的相关数据分析

治理有效分析系统
从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的角度分析
研究并形成多维度分析展现，为乡
村振兴治理有效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生活富裕分析系统
提供农民收入、农民创业就业、农民社保、农民生活、困
难村帮扶数据多维度分析，体现农村经济增长的情况

全面依托数据可视化技术、地理空间信息科学、动态图表、数据下钻等技术，紧紧围绕“五大振兴”数据
资源，通过规划整理、科学归并和精准挖掘等手段对以上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使各级主管部门能
随时掌握“五大振兴”工作落实情况和效能。

专题分析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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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乡村振兴总体工作任务进行多层面、多角度以及大数据模型分析，实现“关键指标有数字、关键业务有

过程、关键环节有分析、关键趋势有预测、关键成效有比对”，为各级领导提供不同维度决策分析。

乡村振兴决策分析系统围绕当地特色和聚焦重
点工作并结合乡村振兴总体进行多层面、多角
度分析以及大数据模型分析，揭示乡村振兴工
作全貌。

乡村振兴决策分析系统
综合查询系统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大要求中所涉及
到的各项分析维度、预警指标、数据资源、进
度跟踪和成效评估等结果提供综合查询功能。

综合查询系统

风险预警系统主要是将平台中的数据进行风险
预测建模和关联分析挖掘，对乡村振兴工作相
关风险进行预警预测分析，应急响应分析等功
能。

分析预警系统
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数据建
模等技术，构建村画像模型、企业画像模型、
户画像模型，为各级领导全面掌握全省各类主
体总体发展状况提供数据模型支撑。

大数据模型

决策指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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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基础功能管理 产业兴旺GIS管理

生态宜居GIS管理乡村治理有效GIS管理

将乡村振兴指标数据与数据地图技术进行紧密结合，实现全省乡村振兴相关工作决策图，包括
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园区、农村产权改革、美丽乡村、质量安全等
11个GIS应用系统。

GIS地图管理平台

GIS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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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空间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建

设GIS区域分析子系统，

对乡村振兴数据进行单独

的抽取提炼和分析挖掘

将数据分析结果通过多

图层的GIS地图进行展示

展示 兼顾
GIS数据查询
GIS数据钻取

GIS专题图展示
GIS空间分布展示

GIS趋势分析

主要通过将乡村振兴战略中“五大振兴”工作进展、数据资源、预警分析等与GIS
地图紧密结合，对地图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通过数据可视化、动态图表、
数据下钻等技术，实现乡村振兴“看图明情、挂图作战”。

GIS应用-乡村振兴大数据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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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应用-“产业兴旺” 一张图
将产业重点工作与决策地图进行了有机整合，实现了“地图+预警”的农业生产经营一张图，满足各

级领导看图明情、挂图作战、科学决策的需求，实现对农业工作的精准管理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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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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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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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农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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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应用-“生态宜居” 一张图
结合GIS地图，立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情况以及湿地保护角度展开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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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整治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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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应用-“乡风文明”一张图
提供乡风文明分析系统覆盖涉农区的思想道德建设情况、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情况、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情况
的相关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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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应用-“治理有效” 一张图
通过将GIS技术与农村基层党组建设情况结合，在地图上用打点的方式展示出基层党组建设情况分布，方便
各级领导及时、准确掌握各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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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移动数据服务
通过手机应用为用户提供移动数据服务，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掌握各项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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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应用-“生活富裕” 一张图
利用GIS地图技术，结合大数据分析结果，实现对多种扶贫信息的叠加分析，以热力图、单

值图、专题图、趋势图等多种展现方式，为各级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最直观的分析决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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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分布变化图



P30

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涉农组织和社会公众提供涉农信息服务，作为乡村振兴工作数据展示和宣传的窗口，同

时集成大数据信息采集平台应用，为基层信息采集人员提供信息采集服务。

休闲农业智慧施肥 政策法规农技服务 农事气象 质量追溯农业电商市场信息

专题定制 站点管理

门户管理

栏目规划

模板管理 栏目管理 系统管理

服务
资源池

资源服务 技术服务 惠农服务 便民服务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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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App群由乡村振兴、
三农概况、菜篮子工程、
村画像、四个全覆盖、
结构调整、中以园区、
美丽乡村、品牌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等18个子
应用构成

管理端APP群 公共服务APP

提供随时、随地、随身的三
农信息共享的移动展示平台，
同时也农业从业人员和社会
公众用户提供个性化移动应
用定制和信息查询等服务，
实现优质、便捷、惠民、便
民的农业信息服务。

智慧乡村APP

智慧乡村客户端（APP）针
对不同的村级用户提供不同
的功能，为帮扶用户提供帮
扶工作管理功能，为党员用
户提供党建工作管理功能。
同时为村级其他用户提供美
丽乡村、特色产业、平安村
庄等功能

APP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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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按照统一平台、集约建设的思路，将农业产业

与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深度融合，构建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为乡村振兴工作精准管

理提供数字化支撑。

天津市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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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荣誉
参加全国现代农业“双新双创”博览会，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
关注，与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交流

成功入围2018年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代表电信集团受国家农业农村部邀请参加
中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高峰会议

农业农村部数字农业农村新
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项目

国家信息中心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评价典型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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