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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驱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江苏省射阳县供销社通过“数字赋能”探索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本文以射阳县供销社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其以数字化赋能

智慧农业、“1 + N”全托管服务模式创新、盘活闲置资产等路径赋能乡村振兴，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成为

乡村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动能，结合数字化平台运行与二手资料如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系统分析其经

验并根据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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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technology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of Sheya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have explored an innovative pathway lever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boost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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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tak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of 
Sheyang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ing its approaches to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
tion, including digital-enabled smart agriculture, the innovative “1 + N” comprehensive trusteeship 
service model, and revitalization of idle assets. It examines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serve as a dynamic 
fo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bining the oper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secondary data such as policy documents and media repor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Sheyang County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and is-
sues it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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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国内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表现在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阐释[1]、提出逻

辑[2]、要素构成[3]、战略意义[4]及其在新发展阶段实践路径[5]的分析，学界普遍将新质生产力定义为传

统生产要素与科技创新、数据驱动、绿色发展等新兴要素融合形成的全新生产力形态，具有创新性、高

效性、可持续性和智能性特征。例如，辛文提出其核心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和新产业布

局[6]，而邸晶鑫学者进一步强调其与绿色转型、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7]。在对实践路径与乡村振兴的关

联性探索上，现有研究普遍强调数字技术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推动力，如射阳县供销社通过北斗定位、物

联网等技术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数字化管理，显著提升作业效率与精准性[8]。此类研究侧重技术工具

的应用，但较少探讨技术如何与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协同进化。部分学者从城乡要素流动角度切入，

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如何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例如，耿福能提出通过“数智化服务网络”吸引人才返乡创

业，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但其研究多停留于政策倡导层面，缺乏对要素流动阻力(如土地制度、户籍

限制)的实证分析。本文以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典型代表——射阳县供销社为例，通过分析其创新服

务模式、整合资源、盘活资产等方式，探索出一条以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有效路径，为其他城市进行

相关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2.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框架 

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生产力形态，其本质是科技创新与生产

要素的深度融合。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特质：首先，高效性与精准性。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其次，渗透性与协同性，技术渗透至农业全

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形成“数据要素 × 现代农业”的乘数效应。最后，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绿

色技术应用降低环境成本，数字化服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基于系统理论“要素–结构–功能”框架，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机制可分解为三个维度： 
要素创新：引入智能装备、数据资源等新生产要素，替代传统低效要素配置，利用农业机器人、智

能农机具、物联网终端搭建智能装备体系，农产品溯源系统、遥感监测平台、市场预测模型构建数据要

素体系，在人才支撑方面，通过数字农人培训、专家智库网络、返乡创客孵化培育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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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通过产业链重构、治理模式转型实现产业与社会的协同升级，通过农业“生产–加工–

流通”数字化闭环的方式实现结构优化，在治理结构转型上，开发区块链村务管理 + AI 决策支持系统，

同时实施智慧农业园区 + 数字乡村社区，优化空间布局，通过平台型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数字联盟，

进行主体关系升级。 
功能跃升：推动经济提质、生态改善、文化传承等多维目标。首先，经济增值，农产品电商直播、精

准营销系统助力乡村增收致富。其次，生态优化，智能环境监测、碳汇核算体系数字化的科学体系助力

生态。再次，非遗数字化传承、VR 乡村旅游等方式实现文化振兴。最后，治理增效，“一网通办”政务

平台、数字网格管理改善治理方式。 

3.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耦合：以射阳县为例 

(一) 数字化赋能智慧农业 
射阳县供销社以科技手段为引领，投入 30 万元购置 140 台农机北斗终端实时进行作业数据采集工

作，并通过数字化台账等手段实现服务全程可追溯。此外，射阳县供销社通过安装农机北斗终端，实行

北斗定位与数据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业质量和面积，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作业，自动剔除重

复作业面积，减少非必要工作，另一方面，精准核定补贴发放，这种方式成功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了

工作效率，智慧农业增产增效。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优化施肥、用药方案。既使农业生产方式更加

科学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环境，有效地减轻面源污染，推动农业发展走绿色化、数据化、精细化生

产管理，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二) “1 + N”全托管服务模式创新 
射阳县供销社以利益联结为纽带，创建农业服务新模式，让“田保姆”网络建起来。按照“投资多

元、服务多能、管理多层、形式多样”的思路，全力打造“1 + N”射阳农禾模式。即以 1 家农禾公司为

服务主体，联合 N 个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开展全托管服务，实现服务主体多样化、服

务流程规范化、服务质量标准化，形成“服务主体 + 村集体 + 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实现降本增收[6]。
通过选择优质龙头企业作为托管试点主体，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培育强大农业板块，打造当地特色品

牌，构建了覆盖“耕、种、管、收”全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直营、联营农资供应店 50 家，

基本达到五公里服务圈全覆盖。另外，还与相关基层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紧密合作，建立和完善“射

阳大米”购销网络，推动“射阳大米”产业的发展，2023 年全托管试点面积达 17.3 万亩，占江苏省试点

总面积的 51%，占盐城市试点面积的 78%。 
(三) 盘活闲置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用活土地是打造增收“金钥匙”、运用好土地资源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通过村级土地复垦和

镇级土地开发，盘活低效资产，提升土地利用率，将低效资产变为高效资产。对于产能落后和发展速度

较慢的企业产生的闲置用地，按照“分类处置、协同处置、依法处置、有序处置”的原则，有效盘活工业

用地，为产业“含绿量”高、产出“含金量”高、科技“含新量”高的优质项目集聚发展腾出发展空间

[9]，为闲置用地建立“户口档案”，并将开发利用闲置用地作为年度考核目标，倒逼落实盘活闲置资源

责任。另外，射阳县供销社充分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充分挖掘利用闲置村级土地，作为冷链项目的建设

用地，积极争取自规、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盘活闲置土地资产，解决项目资金不足的困难。投资新

建的 6 家冷链仓储项目累计盘活闲置土地资产 2.1 万平方米，土地资产价值达 500 万元，有力保证了冷

链仓储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并且，针对临海镇“青龙白蒜”特色产业，建设 1000 吨冷链仓库，总投资

450 万元。该项目通过延长蒜薹、蒜头等农产品的销售周期，实现“一季产、四季销”，带动蒜农增收并

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为村集体带来租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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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赋能对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 
科学技术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撑，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射阳县供

销社积极引入数字化管理方法，将北斗定位、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环节，实现了农

业生产的精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对于农机作业采用数字化管理，投入资金购置安装农机作业机械北

斗服务接收器，成功实现辅助驾驶系统、作业监测终端、视频设备等物联网数据接入。通过实时采集作

业信息、位置信息和图片信息等手段，使作业管理更加科学化；精准计算作业面积，自动删除不合格或

重复作业面积，确保作业数据的准确性。这种数字化管理不仅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还降低了作业成本，

提升了作业质量。通过收集的数据，帮助管理者做决策，为生产管理提供各类数据统计，为决策提供依

据。数字化管理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产业链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推

进数字化产业发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为农业管理者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帮助管理部门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 
(二)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射阳县供销社通过数字赋能，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于小农户急需的农资供应问题、绿色生

产技术、农机作业等领域，因地制宜帮助小农户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推出更多更全面的优质农业服务，

通过作业农机安装北斗定位接收器，实现服务面积全覆盖，作业数据痕迹可查验，确保查验上有痕、管

理上有据，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除此之外，射阳县供销社采用全托管的服务模式，选择

优质龙头企业作为全托管服务主体，为农户提供从种到收的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利用数字平台的助力，

农户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促进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这种

数字赋能的管理模式不仅降低了小农户的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数字赋

能，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三) 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农村产业融合的动力源于

科技进步推力及城乡消费升级拉力[10]。一方面，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加强了 5G 基站建设，提升了地区

信息网络覆盖，农村快递物流服务网点资源得到整合，推动了数字化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的建设，实

现县镇村物流服务点全覆盖，并且对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全面升级，进一步深入实施“数字 + 农业”行

动，推进粮食生产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建成多个数字农业农村基地。打造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系统种养

基地。另一方面，依托数字赋能，射阳县涌现出黄沙港海鲜大卖场等新型农业业态，集购物、旅游、尝鲜

于一体，吸引大批客流，年营业额超 5 亿元。同时，通过“数商兴农”工程，畅通“网货下乡、农产品

进城”双向循环，培育特色电商品牌，推动乡村电商发展，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促进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 

5. 数字赋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一) 服务主体能力不足 
在乡村产业振兴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人才匮乏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专业人才

匮乏和本土人才外流成为制约乡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问题。在思想意识层面，部分村民仍受小

农思想影响，年轻人普遍对在乡村发展持保留态度。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乡村青年深受

城市文化吸引，本土文化认同感的缺失使他们逐渐失去对家乡的认同与自豪感。同时，在过去的乡村教

育体系中，缺乏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可，导致难以激发年轻人返乡建设家乡的热情，造成农村地区对高素

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导致技术培训与人才引进进展缓慢。其次，农机设备与资金配套不足，尽管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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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已投入 30 万元购置 140 台农机北斗终端，但农机总量仍无法满足全县 17.3 万亩全托管服务的需求。

部分服务主体因资金限制，难以扩大设备规模，导致服务覆盖范围受限。由此造成了射阳县供销社在推

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面临农业技术、数字化管理、电商运营等复合型人才匮乏的问题。这些因素

极大地阻碍了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除此之外，射阳县目前基层员工年龄结构老化，45 岁以下人员占比

不足 30%，难以适应数字化平台运维、智慧农机操作等新兴需求，这导致了利于数字化技术的进程缓慢。 
(二) 模式标准化待完善 
射阳县利用数字赋能采用“1 + N”农禾模式，但“1 + N”农禾模式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形成全流

程服务规范。目前全托管服务的合同条款、作业质量评估标准、补贴发放流程等存在区域差异，导致部

分农户对服务质量存疑，这严重影响了农禾模式的推进。此外，一方面数字化台账的建立虽已起步，但

数据采集与应用的标准化仍需优化，不同合作社的作业数据兼容性不足，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另一方

面，经验总结与推广机制薄弱。试点初期缺乏系统的经验总结，难以形成可复制的“射阳模式”。例如长

荡镇 5000 亩全托管试点的利益分配机制虽取得成效，但未提炼为标准化操作指南，其他区域在推广时易

出现执行偏差。 
(三) 品牌与市场适应性挑战 
一个良好的品牌定位和品牌形象对于在市场上竞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射阳县供销社虽打造了“射

阳大米”、“射阳蒜薹”等农产品品牌，但农业社会化服务品牌如“射阳农禾”，市场认知度较低，品牌

认可度低，其中，部分基层社因缺乏品牌宣传，难以与市场化农业服务公司竞争，导致服务品牌竞争力

弱，进而发展受阻。并且，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无法利用已有优势形成竞争力。另外，部分基层社在拓

展旅游、物流等新业态时，缺乏市场化运营经验，导致项目盈利周期长，而市场化又期望尽可能缩短回

报周期，供销社这种传统体制的运行方式与市场化需求存在矛盾。 

6. 激发数字赋能新活力的建议 

射阳县供销社通过数字赋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质生产力动能，充分证明了数字技术在农业社

会化服务中的多重价值。“小农户 + 数字化服务平台”是可行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射阳县供销社通过

模式创新、技术赋能和资源整合，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由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 构建“产教融合 + 资本协同”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首先，建立农业数字化人才培训基地，实行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的模式，产教结合培养人才，如与江

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合作，开设农业数字化管理、智慧农机操作等专业课程，并设立实训基地，

结合射阳县“北斗农机终端”实操场景开展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解决射阳县人才匮乏的问题。其次，

实行人才激励机制，对参与全托管服务的农机手、技术员实施绩效奖励，设立“农禾工匠”称号，优先纳

入村级后备干部选拔范围，并通过考录公务员、事业编等政策增强职业吸引力。最后，引入社会资本扩

大农机设备规模，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农机贷”，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通过分期付款购置北斗农机

设备，政府提供贴息补贴，以此缓解农机设备价格高的问题。 
(二) 构建“全流程规范 + 数据互联”的农业服务链 
农业服务链的完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借助大数据技术手段，制定全托管服务操作规范，完善农业

服务链。一方面，明确“耕、种、管、收”各环节的服务内容、质量标准及违约责任。例如，耕地深度须

≥20厘米、病虫害防治覆盖率 ≥ 95%，并附数字化验收标准，实行服务合同标准化，对于不符合标准的，

采取分类管理。另一方面，细化“服务主体 + 村集体 + 农户”三方分成比例，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推

动数据平台互联互通，对供销社的数字化台账、北斗农机数据、冷链仓储信息进行整合，接入省级农业

社会化服务平台，实现跨区域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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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造“农禾 + 文旅”双 IP 融合生态 
IP 能够提升品牌的识别度，提升品牌价值，差异化开展营销，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首先，申请“江

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品牌”认证，联合主流媒体开展“农禾服务进万家”活动，加强品牌认证和宣

传。其次，开展农产品品牌联动活动，将“射阳大米”、“洋马菊花”等地理标志产品纳入“农禾”服务

体系，统一包装标识，通过“有禾旗舰店”电商平台集中销售，形成品牌矩阵效应，依托鹤乡菊海、黄沙

港渔港小镇等景区，建设“供销 e 站”文旅服务点，探索“供销 + 文旅”融合模式。 

7. 结论 

江苏省射阳县供销社通过“数字赋能”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可行之路，

通过数字化赋能智慧农业、创新全托管服务模式及盘活闲置资产的方式探索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为其他

乡村利用数字化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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