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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数字乡村时空底座构建的
认识与建议

王  頔  赵东亮  鲍燕辉  张静杰

当前，河南省乡村地区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资源分散、技术应用

滞后等现实挑战，城乡数字鸿沟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

构建覆盖全域的“数字乡村时空底座”，不仅是破解发展难题、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数

字强省”的核心抓手。

一、构建数字乡村时空底座的积极意义

（一）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一）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基层服务效能

数字乡村时空底座通过整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遥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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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等多源时空数据，为乡村治理提供“一张图”式的全景化决策支持。在村庄

规划中，高精度地图结合人口分布、土地用途数据，可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与产业发展区，避免资源浪费；在应急管理中，实时气象数据与地形信息

融合，可精准预测洪涝灾害风险点，提前部署救援资源。

（二）激发乡村经济新动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二）激发乡村经济新动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时空底座是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北斗导

航与无人机精准作业结合，可实现播种、施肥、收割全流程自动化，降低人

工成本 30% ；在智慧物流领域，基于时空数据的冷链运输路径优化系统，可

将农产品损耗率从 15% 降至 5% 以下。同时，时空底座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三）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三）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地区因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薄弱，长期面临教育、医疗资源匮

乏的困境。时空底座的构建能够打通城乡数据壁垒，远程医疗平台结合患者

地理位置信息，可快速匹配三甲医院专家资源；智慧教育系统通过分析学生

分布数据，优化乡村教学点布局，实现“送教上门”。

（四）守护生态安全底线，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四）守护生态安全底线，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时空底座通过动态监测耕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为乡村生态保护

提供技术保障。卫星遥感与地面传感器结合，可实时监控非法占用耕地行为，

2023 年湖南省利用该技术查处违规用地案件 1200 余起，复垦耕地超 5 万亩；

在黄河流域，数字孪生系统模拟水土流失趋势，指导退耕还林工程，植被覆

盖率提升 18%。此外，时空数据驱动的碳汇交易平台，可将乡村生态资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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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经济收益。福建三明市通过林业碳汇监测系统，累计交易碳汇量200 万吨，

为村集体增收 1.2 亿元，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

二、数字乡村时空底座构建的可行性

（一）乡村振兴的政策使然（一）乡村振兴的政策使然

国家层面政策为时空底座建设提供顶层设计。2019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纲要》明确要求构建数据驱动的乡村发展新模式；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支持农村新基建与智慧农业。地方政策亦快速

跟进，如浙江省将数字乡村纳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河南省设立专

项基金支持乡村数字化试点。政策红利为时空底座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资

金支持。

（二）多源数据融合技术经验成熟（二）多源数据融合技术经验成熟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5G 网络向乡镇延伸，数据采集与传输能力

显著提升。中国农科院研发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融合卫星遥感、无

人机航拍和地面传感器数据，可实时监测作物长势，预警病虫害风险，准确

率达 90% 以上。在数据应用层面，腾讯“为村”平台已覆盖全国 1.5 万个村庄，

通过 LBS（基于位置的服务）技术为村民提供就业信息、农技培训等个性化服务。

（三）乡村产业崛起的创新思路驱动（三）乡村产业崛起的创新思路驱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数字化工具需求迫切。据统计，全国农民合作社数

量突破 220 万家，其中 65% 已使用智能农机或管理软件。黑龙江北大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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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数据平台，实现 4000 万亩农田精准管理，亩均增产 12% ；陕西洛川

苹果产业园通过气象数据与灌溉系统联动，节水 35%，优果率提升至 85%。同

时，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倒逼数据服务升级。2023 年“抖音乡村计划”

累计培训 10 万名乡村主播，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 500 亿元，时空数据支持的

物流网络成为关键支撑。

（四）乡村多元化发展的底线思维（四）乡村多元化发展的底线思维

时空底座通过“数据围栏”技术强化底线管控。在粮食安全领域，高标准

农田“电子围栏”可实时监测非粮化行为；在生态保护中，红树林湿地数字孪

生系统可模拟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

数据驱动的韧性乡村建设成为趋势。广东清远市通过洪涝灾害预测模型，提

前转移群众 3.2 万人次，直接减少经济损失 8 亿元。这些实践表明，时空底

座不仅是发展的“加速器”，更是风险的“防火墙”。

三、数字乡村时空底座项目的务实创新性

（一）多源数据融合的乡村地理信息精细化提取方法实现创新（一）多源数据融合的乡村地理信息精细化提取方法实现创新

加强数字乡村时空底座构建项目，坚持问题导向，对典型地理实体部件

级精细建模、多维语义智能化融合、数字乡村地理场景知识图谱构建及基于

时空底座的“编—审—施—评”全流程乡村智慧规划等关键技术开展研究，提

出了一种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乡村地理信息精细化提取方法，并改进了一套

多源数据到典型地理实体的标准管理、流程化建模、自动化执行、智能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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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基于自然语言大模型的典型地理实体识别与融合。

（二）典型地理实体部件级精细建模技术实现创新（二）典型地理实体部件级精细建模技术实现创新

针对乡村建筑中的古建筑、古树名木、宗祠庙宇等复杂且重要的典型地

理实体，常规建模技术难以全面反映其屋檐、斗拱、雕刻等细节，提出了一

种基于多模态传感器融合的多源数据协同采集、处理方法，构建了一套基于

深度学习的实时特征识别模块，优化了地方志、匠作口诀等非结构化数据与

基于泊松表面重建算法生成完整拓扑结构相结合的技术，实现几何模型与文

化内涵的双向映射。

（三）全流程乡村智慧规划关键技术实现创新（三）全流程乡村智慧规划关键技术实现创新

突破传统规划“编审分离、实施脱节”的局限，首次将地理实体部件级

模型与多维语义数据深度融合，构建“编制智能推演—审批自动核验—实施

动态监管—评估反馈优化”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乡村规划从静态蓝图到

动态治理的跨越。形成了“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支持—效果反馈”的

一体化完整链路，实现了乡村规划过程的全周期闭环管理和规划知识库的动

态更新。

四、相关建议

（一）强化规划引领（一）强化规划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 2025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要求：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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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建议将数字乡村时空底座建设写入《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河南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其为新型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5—2035 年）》中增设“数字乡村

时空底座”专项章节，细化数据采集、平台建设、应用场景等标准。

（二）完善法规保障（二）完善法规保障

建议制定《农业农村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规范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收

益分配机制。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禁止敏感数据跨境流动，确保国家安全

与农民隐私。

（三）优化政策支持（三）优化政策支持

建议中央财政设立“数字乡村时空底座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对采用国产化技术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税收优惠。借鉴河南“文旅混合用地”试点，允许乡村土地兼容文化、

商业、公共服务功能，为数字文旅项目提供用地保障。

（四）推动先行示范（四）推动先行示范

建议打造标杆试点，遴选基础条件优越的乡村，开展“数据整合智能规划

动态评估”全链条示范。打造全国性品牌活动，举办“中国数字乡村创新峰会”，

发布《数字乡村发展白皮书》，评选“十大标杆案例”。联合农业农村频道推出

《数字赋能乡村》纪录片，展现时空底座的实践成效。

数字乡村时空底座建设，是河南省实现从“农业大省”向“数字强省”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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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战略支点。需以“全省一盘棋、数据一张网、应用一体化”为原则，统筹

政策、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破解数据孤岛、技术断层、生态矛盾等深

层次问题。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体系、深化技术融合应用、创新可

持续运营模式，河南省将打造数字乡村的“中原样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能。唯有以战略眼光谋

篇布局，以创新思维突破瓶颈，方能将数字乡村时空底座打造为乡村振兴的“智

慧引擎”，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注入澎湃活力。

（王頔，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高级工程师；赵东亮，中建国信大数据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鲍燕辉，中建国信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静杰，中建国信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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