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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但

是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基础设施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建设实践

中依然存在着困境。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承担着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责任，数字乡村

建设也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因此本文以通过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收集整理，得出贵州

省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并以社会工作为切入点，结合贵州省在数字技术方面所具有的

优势，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技术，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社会工作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Social Work Assisting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qing T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ug. 12th, 2024; accepted: Sep. 12th, 2024; published: Nov. 21st,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7
https://www.hanspub.org/


唐丽青 
 

 

DOI: 10.12677/ecl.2024.1341607 3984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In today’s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bu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dilemmas in the construc-
tion practi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work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society, and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field of work of 
social work. Therefore,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organizes the status quo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draws out the dilemmas encountered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akes social work as the point of entry, combine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Gui-
zhou Province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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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跃性进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逐步成为推动乡

村发展的新引擎。从 2019 年起，国家层面通过《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发布，系统性地规划了数字

乡村的建设蓝图。进入 2022 年，为加速这一进程，中央网信办携手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数

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详细部署了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智慧农业创新引领、以

及新兴业态与模式培育在内的八大核心行动领域，旨在 2025 年显著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质性进展[1]。
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明确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发展行动，通过智慧农业的广泛实践，

努力缩小城乡间的“数字差距”。同年 5 月，鉴于当前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中央网信办与农业农村部等

部门协同行动，对先前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升级，推出了《数字乡村建设

指南 2.0》，旨在为我国数字乡村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指导框架。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

数字乡村建设正步入一个更加成熟、深化的新阶段。各个政策的支持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举措，“数字红利”在农村得到充分地诠释。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的浪潮推动下，数字乡村建设已然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独特发展特

点而精心设计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它不仅对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且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方案充分展现了我国在数字时代

背景下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智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目前已经有不少的研究，首先是对于数字乡村的定义，尹广文等学者将数字乡村

视为农业和农村地区伴随网络、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民信息技能提升而内生发展的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过程。强调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促进了城乡间的交流与合

作。同时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基层治理的渗透和影响力[2]。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乡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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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作用？陈桂生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化赋能和赋权，

促进农民增收、防止返贫、精准对接财富分配和回归乡村情感，从而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可能性空

间[3]。有学者从地域出发去探讨了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目前的发展现状，张焕波等学者发现建设的过程由

于地理、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呈现的是“东部发展较快、中部次之、东北

和西部发展滞后”的现象[4]。有学者通过对乡村建设的水平进行测量发现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整体状况

良好，各个省份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逐渐提高的趋势。并且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速度较快，

发展潜力较大[5]。最后是针对于我国目前数字乡村建设的不足，孙悦和项松林通过构建 TOE-C 分析框架和

以安徽省为例，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数字技术的“嵌而不入”、组织参与主体的缺位、乡村数字资源

的不足以及农民数字素养的匮乏等问题。建议通过引领数字技术以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多元主体以

推进乡村组织变革、优化数字环境以消弭城乡数字鸿沟、健全教育体系以提升农民数字能力等途径实现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6]。高鸣和杜志雄在其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析澳大利亚、美国、德国、韩国

等国家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中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县乡两级规划不足、

基础设施短板、数字人才缺乏等问题。进而指出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而农民的数字素养

提升则是关键。此外，数字化转型应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确保技术应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7]。 
在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张江龙探讨了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

逻辑，认为社会工作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依据关系导向和社群赋能的双重逻辑展开行动。

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中，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并在尊重乡村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融

合。通过社会工作的社群赋能策略，建立积极的个人关系、和睦的社区联系和宽容的文化氛围，倡导温

暖、充满关怀的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利益，确保其普及和效益。并且社会工作通过其专

业方法和技巧，如通过个案管理、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等手段，促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8]。社会工

作介入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研究中，电商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中最常见的帮助农民增收的方式，尹

洁通过对山东省日照市后村镇农村电商发展的案例分析，展示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孵化的有效性。

该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资源整合、政策宣传、技术培训和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有效

地推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社会工作者不仅帮助当地农民建立了电商销售渠道，还通过建立团队公众号、

设计电商小程序、开展电商训练营等措施，提升了农民的电商知识和技能，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9]。社会工作也有介入到数字乡村治理中，胡卫卫和张露指出社会工作介入能够推进数字治理体系的完

善，构建协同共治联合网络，重塑共同在场时空场域，畅通双向信息互动渠道，以及活化数字包容治理

理念，这些作用体现了社会工作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价值[10]。 
社会工作作为基层社会建设中一个重要角色，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社会工作作为中坚力

量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较少。贵州作为西部城市，是东数西算的主阵地，数字乡村建设在最

近几年也在贵州开始实行，并且贵州省也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人才建设，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资源，

选取贵州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性，通过对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困境的分析，探讨社会工作助力数

字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2. 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 

2.1. 基层党建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数字化已经是作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在贵州省平

坝区天龙镇合旺村与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等 40 个市级数字化赋能农村基层党建试点村，这些村庄

通过建设数字乡村平台，实现了“党建 + 大数据 + 乡村振兴”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液晶显示屏、电脑

控制系统、高清摄像头等设备的引入，让党组织能够实时掌握村庄动态，提升党建工作效率。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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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方便了党员参与支部活动，还通过整合各类学习资源，推动党员学习常态化。此外，这些试点村还

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了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的数字化、便捷化、高效化，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崭新面貌。 

2.2. 便民服务 

通过数字化手段，贵州实现了通过数字平台提高了服务效率。大关镇的创新“智慧门牌”，通过每

户门牌上嵌入的二维码，村民们能够轻松访问村级“三务”公开和小微权力清单，实现了对村中情况和

事务的即时了解与监督。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还加强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在余

庆县的花山乡，另一个创新实践——“乡村振兴码”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个系统集成了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和便民服务，以二维码为窗口，使村民们能够方便地在手机上查看政务服务信息、办理金融业务、

享受惠民服务，并即时了解利民政策。 

2.3. 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贵州

的广大农村地区，数字化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搭建数字乡村平台，一根网

线连接了都市与偏远乡村，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陇黑村、韭黄村、红枫湖镇骆

家桥村以及息烽县九庄镇鸡场村等地，高清摄像头、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的运用，不仅实现了对农作物

和家禽生长状况的实时监控，还通过远程会诊、技术咨询等方式，为农民提供了精准、高效的农业技术

服务。数字乡村平台的建立，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还通过“大数据 
+ 农业”的普及，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延续、补充和强化，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同时，数字平台还促进

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了从农产品销售的数字化转型。 

2.4. 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安顺市黄鹤村因为温泉小镇游客络绎不绝。为

了应对旅游热潮带来的环境治理和社会治安管理挑战，黄鹤营村引入了数字乡村平台，通过远程监控实

现环境卫生和实时情况的即时管理，确保游客体验。数字平台也极大地便利了村民的日常办事流程，提

高了便民服务的效率，并促进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有效沟通。在普定韭黄村，高清摄像头和数字乡村

平台的结合更是实现了社会治安的智能化管理，解决了旅游旺季带来的管理难题。我市在试点村的数字

平台建设中，整合了多项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推动了乡村的宜居建设和文明发展。 

3. 贵州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 

3.1. 主体维度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数字乡村的建设主体缺失，农村农业经济具有不稳定性，面对的自然风

险和市场风险大，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城市务工，在贵州省的统计数据中显示了农村面临年轻劳动

力流失的状况，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发展数字乡村的建设主体缺失[11]。其次是在数字乡村建设

的专业人才方面，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较高，但贵州省在吸引和培养专业数字人才方

面存在不足。一方面，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贵州省在数字人

才培养和引进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还不够完善，导致人才供给不足。 

3.2. 环境维度 

在硬件环境方面，贵州省作为山区省份，地理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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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存在困难。这使得乡村地区的通信、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满足数字乡

村发展的需求。虽然全省实现行政村通光纤宽带、30 户以上自然村通 4G 网络、乡镇通 5G 网络、乡镇千

兆光网覆盖“4 个 100%”[12]。但是 30 户以上的自然村只有 3.99 万，全省的自然村共有 13.63 万[13]，
这就存在部分偏远乡镇和村庄尚未实现宽带网络的全覆盖，导致数字技术的应用受限，影响了数字乡村

建设的推进。 
在“软”环境上存在着数字鸿沟，由于城乡二元化，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数字技术传到农村更晚一

点，随着网络遍及到农村地区，数字技术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新的可能，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农村社

会中，数字技术的融入就会出现“文化震撼”的现象，导致村民对数字技术的难以接受和排斥，最常见

就是村民对于移动支付，相当部分村民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认为太麻烦不如现金方便，或者是认为钱在

手机里面会被“偷”走。 

3.3. 组织维度 

目前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基层组织形态主要是基层的党组织，在贵州省基层党组织以“数字党建”“党

建 + 大数据 + 乡村振兴”等形式引领数字乡村建设，但是农村基础党组织成员年龄偏大，在数字技术

的接入上存在困境，使用数字技术成为他们工作的负担，呈现出有心无力的局面[14]。基层党组织农村内

部村民自组织缺位，数字乡村建设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对于数字乡村的建设起

到的是一个政策形成、主导大方向的作用，在农村基层的数字乡村建设更多要依靠当地村民自组织，因

为村民才是发展和行动的主体，政府主导虽然效率高，但是不能激发村民的自主性。 

4. 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 

4.1. 主体维度：帮助数字技术实现就地化发展 

4.1.1. 注重内部人才资源，解决人才困境 
在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中，强调不过度关注社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而是重视社区也有的资

源、技术和能力，相信每个社区中居民、团体、组织有能力去做决策[15]。在面对无法吸引外在人才的情

况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内部人才资源的关注。社会工作在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中，通过社区的前期调

研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挖掘农村当地资源和优势，如当地的大学生、网红、能人和土专家等，把这些

资源进行整合起来，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优势，共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4.1.2. 数字技术与适配当地具体情况，实现数字技术的嵌入发展 
“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在广大农村地区各有其不同的特色，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发

挥其调研、信息收集的能力，在基层中了解农村服务于农村，立足当地风土人情，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

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让传统文化也能够成为一种“新潮流”。如在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根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为 14,050,266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6.44% [16]。少数民

族村寨 312 个，占全国总数的 19% [17]。面对这一大特色，可以将民族特色融入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民

族地区独有自然资源和民族特色是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力依靠，帮助民族地区开展数字乡村建

设，打造“数字 + 民族特色”示范样板，数字经济与贵州地区民族村寨特色产业融合，助力民族村寨更

好的发展。 

4.1.3. 构建多层次数字教育体系，满足农民群体的不同需求 
在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个别化”，它强调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性，理

解并回应其差异化的需求和情境。在贵州农村中面临的人口流失的现状，对于留下来的老年和妇女就成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7


唐丽青 
 

 

DOI: 10.12677/ecl.2024.1341607 3988 电子商务评论 
 

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个别化原则显得尤为重要。个体之间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数字技术的认

知、接受程度及应用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根据其需求和贴近村民真实生活，提供相对应的

数字教育资源，提升村民的数字技术获得感切实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 

4.2. 环境维度：弥补硬件不足，形成数字乡村建设氛围 

4.2.1. 促进资源和经验共享，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贵州作为“东数西算”主要阵地，有丰富的数字资源，如黔农智慧乡村数字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是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于 2022 年初联合开发建设的一套依托于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

理系统，目前在开阳和清镇开展试点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在促进各地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上，

推进这样的服务平台在乡村的普及，把资源链接到农村，加快数字乡村的发展。 
贵州的数字乡村建设中已有一些不错的实践成果，如第一批入选国家级数字乡村示范点的四个地区，

由于起步较早，现已有一定的成效。社会工作可以作为资源链接者帮助农村地区之间搭建共享平台，不

同地区可以分享各自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和优秀案例。这样的共享机制不仅加速了

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弥补人才上的短缺，还激发了更多地区的创新活力。 

4.2.2. 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氛围，减少村民的排斥 
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应深入农村社区的日常实践之中，以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教育和培训活动，

激发村民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学习和掌握，进而认识数字技术赋予的潜在经济与社会利益。在此过程中，

社会工作着眼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情感维度，通过策划和实施多元化的数字实践活动，实现村民对数字技术

的熟练运用，以此促进农村社区数字乡村建设氛围的积极形成。此外，应特别关注数字技术的普惠性，确

保所有村民，包括边缘群体，均能平等地享受数字技术的益处，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性和均衡性。 

4.3. 组织维度：培养农村数字乡村建设的自生动力 

4.3.1. 培养数字乡村建设农村自组织 
自组织作为农村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尤为重要。社区自组织通过培训，能够提

升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使社区成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字乡村的建设和管理中来，提高民主参

与和社区自治的效能。例如，通过在线社区议事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

策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建立数字乡村培训中心、开展现场培训和在线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方

式，可以确保乡村人员获得实用、有效的数字化培训，提高他们的数字化技能水平。 

4.3.2. 推动农村组织多方联动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构建与运作，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与集体努力。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指导与支持，对于动员和整合社会组织、驻村机构、自发性团

体以及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至关重要，这些力量的参与和支持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因素。社会工

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角色，通过发挥其资源整合的专业优势，有效地服务并引

导多元主体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社会工作实践应注重激发和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通过参与式方法和

策略，促进居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积极参与，进而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 

5. 总结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途径。本文以贵州省为例，深入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困境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的创新路径。

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了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和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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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可以有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社会工

作者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为数字乡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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