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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本研究认为，数字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具有深度技术融合与模式革新力、效能飞跃与绿色可持续性、网络协同与生态构

建能力、数据洞察与智慧决策、灵活应变与快速迭代能力等特征。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层面，数字新质生产力都已成为推

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通过激发新动能、培育新产业、激活新要素、引领新模式等作用机制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然

而，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的应用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数字素养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关键掣肘。为

此，提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及弥合数字鸿沟等具体推进路径，以

期为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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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New Productivity Empowers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ogical Ap⁃
proach, Action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s
WANG Rui-rong
( Fanli Business College, Shaox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a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efficiency leap and green sustainability, network collabor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ca⁃
pabilities, data insights and smart decision-making, flexible response and rapid iteration capabilities. At the theo⁃
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empower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stimulating new
momentum, the cultivation of new industries, the activation of new factors, and the leadership of new models. How⁃
eve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rural areas still faces key constraints such as lagg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ow digital literacy of farmers, and imperfect market mechanisms. Therefore, specific pro⁃
motion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farmers′ digi⁃
tal literacy, improving market mechanisms,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 or⁃
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Digital new productivity;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ogical approach; Action mechanism; Key con⁃
straints; Promotion path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

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接续奋斗的价值归

属，而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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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 [1]。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取得了显著成

就，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

依然突出 [2]。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新

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3]，已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

下，农村作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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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点攻克领域，其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显得

尤为重要。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赋能

效应，激发农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是

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学术议题与实践挑战。

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村共

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数字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关于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聚

焦在内涵特征、形成逻辑、影响效应等方面。如

张彭 [4]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依托数字技术与传

统生产要素的深度交叉融合，创造满足社会需要

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一

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周小亮等 [5]认为数字技术革

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三者的联合作用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改变生产模式、提高

生产效率、增强创新能力来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6]，且对全球价值链 [4]、产业链韧性 [7]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 [8]具有促进作用。

二是关于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研究。研究主

要集中在内涵界定、水平测量、影响因素、现实困

境与对策建议等方面。如高鸣等 [9]认为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是指在不断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上，通过整合各类外部力量并增强农民农村

的内生发展动力，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农村

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农业发展

更加全面，农村社会更加公平和谐的发展愿景。

马晓君等 [10]构建集“多维富裕—共同协调—提质

增效—生态宜居—和谐和睦—民生福祉”为一体

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卜凡 [11]发现

城镇化率、人力资本、涉农技术创新、农业生产补

贴、营商环境、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式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高

千等 [12]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内

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钟海等 [13]就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义、

现实阻碍与实践进路进行了深入分析。蔡旺 [14]通

过深入研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表象，对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进行思辨、分

类，并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

三是关于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村共同富裕关

系的研究。关于二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现有成果主要聚焦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富

裕、城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如王琴梅等 [15]对数

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

了深入研究，认为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

中的主流新技术手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会引

起农业生产力三要素发生巨大变革，进而产生数

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并最终推动农业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张彰[16]发

现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助推共

同富裕。孙志远[17]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

进城乡高质量融合、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均等

化，特别是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

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村

共同富裕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为本研究奠定了理

论基础，但是从数字新质生产力视角研究农村共

同富裕的成果较少。基于此，本研究深入研究数

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作

用机制、逻辑理路、关键掣肘及其推进路径，对于

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迈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内涵界定与主要特征

1.1 数字新质生产力内涵界定

在探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时，有必要明

确区分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生产

力这三个概念，以便更准确地理解数字新质生产

力的本质和特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内

核，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依托，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

的新型生产力 [18]。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它具

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 [19]。新质生产力

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或社会制

度的革新。它强调生产力的质变，即生产力结

构、功能、效率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新质生产

力不仅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新，还包括生产

关系、商业模式、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数字

生产力则强调数字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数字技术融合其他生产要素，创造满足社会

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推动国民经济增

长 [20]。它是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从而催生的

新型生产力形态。数字生产力强调数字技术的核

心地位以及数字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深度渗透和改

造。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生产过程可以实现智

能化、自动化、网络化等特征，提高生产效率和质



62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50卷

量，降低生产成本。数字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

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并非所有新质生产力都是

数字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则是新质生产力与

数字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具备新质生产力

的创新性、高效性、高质量等特征，还强调数字技

术在推动生产力变革中的核心作用。数字新质生

产力是指将数字技术和传统生产要素有效融合，

有效满足社会所需的物质、精神商品，实现社会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全新生产力形态 [21]。数字新质

生产力是通过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生

产力进行深刻改造和升级，形成的新型生产力形

态。它涵盖了数字技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

费等各个环节的应用，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产

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数字新质

生产力强调生产力的质变与量变的统一，即在保

持生产力高效增长的同时，推动生产力的结构、

功能、效率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综上所述，本

研究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创

新性与数字生产力的技术核心，通过深度整合数

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生产方式革新、产

业结构优化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实现生产力的

高效增长与根本性变革，旨在达成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数字新质生产力有效满足

了社会对多样化物质与精神产品的需求，为经济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2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的新动力，展现了一系列具体而鲜明的独特特

征，这些特征不仅深刻体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也彰显了数字新质生产

力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

力等方面的非凡能力。

1.2.1 深度技术融合与模式革新力是数字新质生

产力的基石

数字新质生产力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

其深度技术融合与模式革新力的双重驱动。通过

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云计算的强大运算能力以及人

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了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

和自动化升级。这种技术融合不仅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还推动了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创新[6]，如共

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的涌现，重塑了企业

的运营逻辑、价值创造方式和市场竞争格局。

1.2.2 效能飞跃与绿色可持续性是数字新质生产

力的显著标志

借助物联网、传感器等先进技术，数字新质生

产力能够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数据，通过

智能分析优化生产流程，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能耗和排放，实现绿色化发展 [22]。同时，

它还能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实现零

库存或低库存生产，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这种

高效能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企

业的经济效益，也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

1.2.3 网络协同与生态构建能力是数字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支撑

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诸多特征中，网络协同

与生态构建能力尤为凸显，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

要支撑。通过数字化平台，如工业互联网、供应

链协同平台等，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紧密合作与信息共享。这种协同作业

模式打破了传统供应链的壁垒，实现了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它还促进了产业生态

的构建和完善，吸引了更多创新资源和要素聚

集，为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1.2.4 数据洞察与智慧决策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优势

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

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市

场洞察和消费者需求预测。这些洞察为企业决策

提供了科学依据，帮助企业优化生产计划、调整

产品策略、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智慧决策系统

还能根据实时数据做出快速响应，提高企业的市

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1.2.5 灵活应变与快速迭代能力是数字新质生产

力的关键特质

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数

字新质生产力能够迅速调整策略、优化产品、提

升服务。通过模块化设计、敏捷开发和持续迭

代，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

求的新产品和服务。这种灵活性和迭代速度不仅

使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也为其不断探索

新的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逻辑理路

实现农村共同富裕需要强大的生产力支撑

和高效的生产方式，数字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

的优势，成为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本研

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阐述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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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论逻辑：生产力跃升与共同富裕的深度融合

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跃升不

仅意味着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更是推动社会结

构变革和财富分配优化的关键力量。数字新质生

产力作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以其高度的

创新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23]，为农村生产力的飞跃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列宁所言，“生产力

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4]，数字新质生产

力的广泛应用，正是农村生产力跃升的具体体

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数字新质生

产力通过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等手段，重塑了

农业生产流程，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

产成本，从而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收

入。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催生了农村电

商、智慧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业态，为农民提供

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这些新兴业态

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还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因

此，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跃升与共同富裕目标的深

度融合，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2.2 历史逻辑：农村变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共生

从历史维度看，农村社会的变迁与数字技术

的发展紧密相连，二者在互动中实现了融合共

生 [25]。农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

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而数字

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则为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

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数字技术以其独特的优

势，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时空限制，促进了信

息的流通和共享，加速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

程。在农村变迁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

同时，数字技术还促进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分配，让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此外，数字技术还为农

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增强了政

府的治理能力和效率，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感和

归属感。因此，农村变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共

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趋势，也是通向

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2.3 现实逻辑：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村共同富裕

的交融渗透

在现实层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已经与农村共

同富裕进程实现了深度的交融渗透 [26]。这种交融

渗透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上，

更体现在数字技术对农村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

方面的深刻影响上。数字新质生产力借助智能

化、网络化等手段，将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起来，

打破了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和隔阂。农民可以通

过数字技术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和资源，从而更

加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提高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同时，数字新质生产

力还促进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和优质化

供给。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

让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和医疗

服务。这些服务的普及和提高，不仅提升了农民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还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数字技术还为农村社

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农民可以通过数

字技术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诉求，监督政府的行为和决策。这种参与式治理

的方式，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感，推动

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3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作用机制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数字新质生产力

凭借其深度的技术融合、高效能运作、网络协同

效应、数据驱动决策以及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

正日益成为驱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力

量。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新动能，还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激

活了生产要素，并引领了农村发展模式的深刻变

革，为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

础。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

内涵在于，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与广泛应

用，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实现农

村生产力的根本性跃升。这一过程不仅深刻改

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的优化调整、农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建

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从而有效

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和生活品质的显著

提升，为农村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铺设了坚实

道路。本研究将从新动能、新产业、新要素和新

模式四个层面，深入探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

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3.1 激发新动能：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农村经济新

引擎

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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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等前沿技术，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新

动能 [26]。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

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实现了生产过程的优化

管理，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例如，智能农机和精准农业系统的应用，使

得农民能够根据土壤湿度、作物生长状况等实时

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耕作和灌溉，从而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数

字技术还促进了农村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为农

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商平台、数字物流等

新兴业态的兴起，为农村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创业

空间，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现代化。

3.2 培育新产业：数字技术催生农村新兴产业

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巩固了农村传统产业，

更催生了众多新产业，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增

长点。智慧农业、智慧乡村、定制农业等新兴产

业的快速发展 [27]，不仅丰富了农村的经济结构，还

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数字

农业通过集成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的

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

市场竞争力。智慧乡村利用数字技术优化乡村治

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的乡

村环境。农村电商打破了地域限制，让农产品走

出乡村，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为农民增收开

辟了新途径。

3.3 激活新要素：数据成为农村生产新要素

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数据成为农村

生产的新要素 [23]。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

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数据被充分挖掘和利

用，为农民提供了精准的生产指导和决策支持。

智能灌溉系统、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等的应用，

使得农民能够根据实时数据调整生产策略，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数据还成为农村金融服务

的重要基础。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估模型、智能

风控系统等创新应用，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的门

槛和风险，为农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金融

服务。

3.4 探索新模式：数字化引领农村发展新模式

数字新质生产力还推动了农村发展模式的深

刻变革 [17]。智慧农业平台、电商平台、数字乡村等

新模式的涌现，不仅提高了农村发展的效率和质

量，还为农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智

慧农业平台通过集成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

现了农业生产的远程监控和智能管理，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响应速度。电商平台则打破了传统销

售模式的局限，让农产品能够直接触达消费者，

促进了农产品的品牌化和市场化进程。数字乡

村建设则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实现了乡村治理

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提升了乡村的整体竞争力

和吸引力。

4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关键掣肘

4.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完善的基

础设施，而当前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

显滞后。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信

息化投入，但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在宽带网络

覆盖、移动通信基站布局以及数据中心等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仍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覆盖不足。许多偏远农村地

区尚未实现宽带网络和 4G、5G信号的全面覆盖，

导致农民在获取和使用数字资源时面临诸多不

便。二是网络速度慢、成本高。即使在一些已实

现网络覆盖的农村地区，网络速度也相对较慢，

且费用较高，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

求。三是数据存储与传输能力有限。农村地区的

数据存储和传输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大数据、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受到限制。

4.2 农民数字素养较低

农民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

主要受益者和实践者，但当前农民的数字素养普

遍较低，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能普遍缺失。大多

数农民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操作、网络应用和数据

分析等技能，难以有效利用数字资源提高生产效

率和市场竞争力。二是信息意识薄弱。部分农民

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缺乏主动获取和

利用数字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教育资源不

均。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数字

教育资源的普及率较低，导致农民在数字素养提

升方面缺乏有效支持。

4.3 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机制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重要保障，但当前农村地区的市场机制仍不

健全，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农

村地区的信息流通不畅，农民难以获取准确的市

场信息，导致生产决策失误和市场风险增加。二

是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完善。农村地区的农产品流

通网络不健全，存在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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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和规模化发展。

三是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体

系相对薄弱，农民在资金获取、融资担保等方面

面临诸多困难，难以有效支持农业生产的数字化

转型。

4.4 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对于数字新质生产力赋

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推进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农

村地区的治理能力仍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体系不完善。部分农村地区

尚未建立完善的数字治理体系，导致数字技术在

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受到限制。二是治理能力不

足。基层政府和农村组织在数字治理方面的能力

相对较弱，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挑

战和新问题。三是数据安全问题。随着数字技术

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据安全问题日益凸

显。农村地区的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较弱，容易受

到网络攻击，面临数据泄露等风险。

4.5 数字鸿沟亟待弥合

数字鸿沟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过程中面临的另一大掣肘。由于经济、社会、

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在数

字化发展方面存在显著的差距，形成了数字鸿

沟。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

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才

引进、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困难，难以跟上数字

化发展的步伐。二是社会文化差异。农村地区的

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对于新技术和新思想

的接纳速度相对较慢，导致数字化发展的内生

动力不足。三是政策支持力度不一。不同地区

在推进数字化发展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存在差

异，导致农村地区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和风险。

5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共同富

裕的推进路径

5.1 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

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

要驱动力，其关键在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一是要明确建设目标与规划。要根据各地农

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目标与规划。包括确定网络覆盖范围、带宽速

度、数据中心布局等关键指标，确保建设目标既

符合当前需求，又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二是

要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政府应发挥主导作

用，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引导等方式，增加农村数

字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融

资模式。此外，制定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土地

供应等，吸引企业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要优化建设布局与资源配置。在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中，要注重优化布局与资源配置。根据农

村地区的地理特点、人口分布、产业发展等因素，

合理布局光纤网络、基站、数据中心等设施。同

时，加强与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城

乡数字资源共享。四是要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

村地区的应用。如利用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电商发

展。同时，加强数字技术在农村公共服务、社会治

理等领域的应用，提升农村整体数字化水平。五

是要加强监管与评估。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的监管机制，确保建设质量和进度。同时，

定期开展评估工作，对建设成效进行客观评价，及

时调整优化建设方案。通过持续监管和评估，确

保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真正惠及广大农村居

民，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5.2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加速实现农村共同富

裕、激活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一是要加

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教育普及工作。通过设立数字

素养培训课程，利用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平台等

资源，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技能学习途

径。课程内容应涵盖基础电脑操作、互联网应

用、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确保农民

能够掌握实用的数字技能。二是要积极推广数字

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成功应用案例。

通过组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活动，让农民亲

身感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实际效益。这些案例可

以是智慧农业项目、农村电商平台、远程医疗服

务等，它们不仅展示了数字技术的先进性，也激

发了农民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热情。同时，要

建立完善的数字服务支持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

位、个性化的数字服务。包括设立数字服务站、

组建数字服务志愿者队伍等，为农民提供技术咨

询、操作指导、故障排除等服务。通过这些服务，

帮助农民解决在数字技能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三是要鼓

励农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业创新。通过提供创

业指导、资金扶持、市场对接等服务，引导农民利



66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50卷

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拓展销售渠道，增

加收入来源。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农村电商、乡

村旅游等新兴业态，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经

济发展。四是要营造浓厚的数字文化氛围，提升

农民对数字技术的认同感和接受度。通过举办数

字文化节、数字技能竞赛等活动，激发农民学习

数字技能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加强数字伦理和

网络安全教育，引导农民文明上网、安全用网，形

成健康向上的数字文化氛围。

5.3 完善市场机制

完善市场机制是确保资源有效配置、激发市

场活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是建

立健全农村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壁垒

和地域限制，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

会。通过加强市场监管，打击不正当竞争和违法

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农民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二是要促进数字资源在农村市场的自

由流动。包括加强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网络覆盖率和带宽速度，降低农民获取

数字资源的成本。同时，推动数据共享和开放，

打破信息孤岛，让农民能够便捷地获取到农业生

产、市场信息、技术培训等各类数字资源。三是

在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应把重心放在培育多

元化的市场主体上，积极鼓励并大力支持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成长与壮大，并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和带动能力。同时，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市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市场，需要

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产品电商平台、农

村物流体系、金融服务体系等，为农民提供便捷的

销售渠道、物流服务和金融支持。四是要强化政策

引导和扶持力度。出台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

优惠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农民和数

字企业参与农村市场的开发和建设。同时，加强政

策宣传和解读工作，让农民了解政策内容和操作流

程，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生效。

5.4 提高治理能力

数字新质生产力在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提高治理能力是关键一环。一是要构建适应

数字时代的农村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构建农村智慧治理

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治理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

和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治理决策的精准

性和科学性，增强治理效能。二是要加强农村治

理能力的建设。包括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

和治理能力，使其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工具优化管

理和服务，以更好地适应并引领农村治理的现代

化进程。三是要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村治理方式。

通过引入智能监控、远程办公、在线服务等新型

治理模式，提高治理的便捷性和效率。鼓励农民

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

格局。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强治理资源的

整合，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资源的有效对

接和共享。四是应着重增强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

核心支撑作用。通过构建和完善农村治理的法律

与法规框架体系，明确各方权责关系，保障农民

的合法权益。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

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同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5.5 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新质生产力在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弥合数字鸿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一是精准

施策，缩小基础设施差距。针对农村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应实施精准投资计划，优先

解决网络覆盖不足、信号不稳定等问题。通过建

设更多基站、铺设光纤网络，确保农村地区能够

接入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服务，为农民提供平等

的信息获取机会。二是推动数字服务下沉，促进

资源共享。积极推动数字服务向农村地区下沉，

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通过建设

数字服务平台，让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数字服务体验。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

参与农村数字服务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化配

置。三是要关注特殊群体，实现包容性发展。在

弥合数字鸿沟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老年人、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通过开发适合老年人、

无障碍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降低他们使用数字技

术的门槛。同时，加强政策支持和宣传引导，提

高这些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四

是加强政策协调与监管，保障数字权益。政府应

加强政策协调和监管力度，确保数字技术的健康

发展。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

在数字经济中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数字市

场的监管和执法力度，打击网络诈骗、信息泄露

等违法行为，为农民营造安全、可信的数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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