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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乡

村数字化进程加快，核桃村因势利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果。建设数字乡村，发挥数字

创业对乡村振兴的推进作用，对核桃村发展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将以云南省昆明市核桃村为例，基于核

桃村实地调研，以甜脆豌豆等特色产业为代表，结合中央一号文件与嵩明县地方政策，分析核桃村数字

创业现状与问题，探索数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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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5 No. 1 Central Document emphasize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paradigm, Hetao Village in Songming County,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has accelerated r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chieving initial succes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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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vestigates how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facilita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Hetao Village’s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e.g., sugar snap pea cultivation)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Through field re-
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 aligning with both central directives and local Songming County regula-
tions, we examine current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s, identify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propose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digital-enable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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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针对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自党

的十九大提出以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2017 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强调农民、农业、农村这三个乡村主体的必要性，随后召开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制定“三步走”计划，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2022 年召

开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根据我国国情，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新部署。近期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这份文件中，

文件内容公布了乡村振兴“路线图”，谈及乡村振兴六大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不断适应国情变化与时代

要求，在实践中丰富发展。 
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挑战与机遇。《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部署 9 方面工作，公布

两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政策利好下，农村电商、快递进村、数商兴农，新业态新气象出现，数字经

济与乡村特色产业的融合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乡村的建设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农村通信网络基

础设施的建设、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背景下，必须发挥好数字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让数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这里的

数字创业通常被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的创业活动，不仅包括电子商务，还涵盖了数字

产品开发、在线服务提供，以及借助社交媒体和数据分析进行市场营销等多种活动。以朱秀梅为代表的

研究学者，将数字创业的特征归纳为高数字性(即数字创业依赖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新动力)、高价值性(即数字创业创造出的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与高创新性(包括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的创新)三大类。乡村数字创业，则更为具体，

如短视频宣传农产品、宽带入村、农户入驻电商平台售卖农副产品、乡村物流体系的建设、乡村数字化

人才的培养。 
本文以昆明市杨林镇核桃村为例，分析其数字创业现状，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构建具体指标，

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对数字创业

可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进程这一命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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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桃村概况 

核桃村作为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下辖的行政村，位于杨林镇东南部，东面与宜良县接壤，南

面与阳宗海管委会接壤，西面与老于屯村接壤，北面接近落水村委会，距昆明 1.5 小时车程，平均海拔

2123.20 米，下辖草子坡、干海子、石板沟等 8 个村民小组。村庄占地面积 26.07 平方公里，年平均气温

12℃，年降水量 866.70 毫米，适宜种植核桃、豌豆、烤烟、苞谷等经济作物，夏有甜脆豌豆、四季豆，

秋有卷心菜，冬有雪莲果，是特色优质高原作物生产地。全村拥有耕地面积 1509.00 亩、林地 2684.00 亩，

有农户 395 户 1456 人，村子 95%以上的土地均用于种植特色农业经济作物。 
(一) 基础条件与发展历程 
核桃村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再探索融入数字经济的转变。早期由于交通不便，农

产品销售困难，农民增收受限。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嵩明县、杨林镇、核桃村三级联动，积极争取国

家、省市支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先后投入资金共 1688 万元，修建了乡村道路 34 公里，实现了“路

通村、路通田”，初步搭建起物流体系，解决了农产品“运不出”的难题[1]。此外，还投入资金建设村

民公共服务场所、改造人畜饮水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显著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和村庄面貌。为进

一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在昆明市扶贫财政补贴支持下，核桃村投资 241 万余元建成农产品分拣交易

市场，将分散的地头交易集中化、规范化[1]。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后续发展特色农业和探索数字创业奠

定了坚实的物理基础。 
(二) 特色农业与品牌建设现状 
依托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政策支持，核桃村逐步确立了以甜脆豌豆、雪莲果、烤烟、核桃、结球甘蓝

等为主的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化的“瓜果豆菜”产销一体示范性基地。

据统计，2019 年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村土地面积 95%以上，其中雪莲果 3500 亩、甜脆豌豆 2800 亩

[2]；2024 年甜脆豌豆种植稳定在 2000 余亩，涉及 400 余户，亩产约 0.5 吨，年产值约 350 万元。为提高

种植水平和产品质量，在杨林镇党委政府支持下，村委会建立种植基地，邀请专家田间指导，组织种植

技术、农药安全等培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在品牌建设方面，村子于 2023 年成立村集体经济有限公司，

积极组织参加“菜篮子艺术节”、“嵩明县新农人”等展评活动，提升产品知名度；同时推进绿色食品认

证，村子的结球甘蓝、四季豆、甜脆豌豆、西葫芦已获得绿色食品资质认证[3]，迈出了打造“一村一品”

的关键一步。 
(三) 数字创业初步探索 
在基础设施改善和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核桃村开始初步探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一方面是

物流基础奠定：修建的 34 公里乡村道路和农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产品流通和潜在的电商物流提供了基础

条件。此外，在政策引导下，核桃村对农产品采样进行绿色食品申报检验，申报“三品一标”认证，打造

“一村一品”，村子的结球甘蓝、四季豆、甜脆豌豆、西葫芦获得了绿色食品资质认证[3]，提升村子农

产品品牌价值。另一方面是村子数字营销萌芽：自 2021 年起，草子坡村委会村干部李海丽尝试利用手机

拍摄短视频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取得一定效果，吸引部分收购商关注。2024 年，嵩明县组织了乡村电

子商务培训，核桃村有 40 名村民参加，并进行了模拟电商直播带货的实践[4]，标志着村民数字技能提升

和电商意识觉醒的开端。除此之外，还涉及企业主体参与：村集体企业昆明文多商贸有限公司的成立，

为未来整合资源、开展线上营销、打造品牌提供了可能的运营主体。总之，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码，数

字乡村建设文件出台，核桃村在政策导向下，顺应“天时”，依托村子资源，打造“地利”，完善农业、

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发展以甜脆豌豆为代表的高原特色产业；并发挥“人和”作用，村干部带头、尝试数

字营销。整个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体现了核桃村的发展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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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h of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etao village 
图 1. 核桃村数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示意图 

3. 核桃村数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不足与挑战 

尽管核桃村在基础设施和特色农业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开始了数字创业的初步探索，但实地调研发

现，其在利用数字创业深度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是在推动产业兴旺方面，仍面临显著的障碍。这些障碍

可系统性地归纳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应用与能力)两大层面的不足。 
(一) 硬件层面：数字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薄弱 
1)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滞后：核桃村地处山区，地势起伏较大，导致网络信号覆盖不均衡且整体网速

较慢。5G 网络覆盖和千兆光纤入户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尚未普及或存在盲区，制约了高清直播、

大数据应用等对网络要求较高的数字创业活动的开展[4]。调研中村民反映，在部分田地或居住区域，手

机信号不稳定，影响实时信息获取和在线交易。 
2) 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缺失：缺乏预冷、冷藏、冷冻等关键的保鲜仓储设施。生鲜农产品(如甜脆

豌豆、雪莲果)在采摘后无法及时进行预冷处理和冷藏储存，因此核桃村目前蔬果类农产品销售仍以收购

商现场收购为主。 
3) 加工设施匮乏：目前核桃村的农产品(除烤烟外)几乎全部以初级形态(鲜豆、鲜果、鲜菜)销售，缺

乏深加工环节所需的场地、设备和技术支持。这使得产品附加值低，难以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也无

法满足电商平台对标准化、差异化、长保质期商品的需求，阻碍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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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软件层面：数字化应用能力与价值链提升不足 
1) 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欠缺：虽然开展了电商培训，但覆盖面有限(如 2024 年仅 40 人受训)，且培

训多为入门级，深度和持续性不足。大部分村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户，对智能手机、电商平台(如拼多多、

淘宝)、社交媒体(如抖音、快手)的操作不熟悉，缺乏利用互联网获取市场信息、进行在线营销(直播带货、

橱窗展示)、处理电子订单和支付、运用数据分析优化生产销售等核心数字技能[4] [5]。数字素养的鸿沟

导致村民难以主动拥抱和有效利用数字创业工具，“不会用、不敢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2) 数字营销应用层次浅、效果有限：目前数字营销主要依靠个别村干部(如李女士)的抖音短视频宣

传，形式单一，内容策划和传播效果有限。村集体企业尚未建立有效的官方线上营销渠道(如电商店铺、

社交媒体官方号)和专业的运营团队。村民自发的、系统性的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模式尚未真正落地实践，

线上销售渠道远未打通，对知名度和销售的提升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这些硬件和软件层面的不足相互交织，共同制约了数字创业在核桃村释放其“高数字性、高价值性、

高创新性”的潜力，阻碍了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核心目标的深度赋能。 

4. 核桃村数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展望与路径 

针对核桃村数字创业面临的挑战，结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提出以下发展路径展望。 
(一) 持续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服务，夯实“地利”基础 
1) 硬件是数字创业的基石，要固本强基：积极向通信管理部门和运营商反映需求，争取加快 5G 基

站建设和光纤宽带入户工程，特别是在居住集中区和主要种植区域，消除信号盲区，提升网络速度和稳

定性，满足直播、大数据传输等需求，切实提升网络覆盖与质量，持续优化核桃村数字基础设施与环境。 
2) 产业基础设施方面，补齐冷链仓储短板：积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或引入社会资本，在交易市场附

近或交通便利处建设中小型冷库(含预冷设施)。优先保障甜脆豌豆、雪莲果等生鲜农产品的保鲜需求，延

长货架期，降低损耗，为电商销售和跨区域流通创造条件。 
3) 探索农产品深加工路径，建立健全相关配套设施：购置加工机器，对甜脆豌豆进行清洗、分级、

包装(精品小包装、礼品装)，探索发展脱水豌豆、冻干豌豆/雪莲果、豌豆粉、核桃油、雪莲果果脯/果汁

等产品，提升产品价值链地位。 
(二) 关注“人和”问题，提高村子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产品价值链 
1)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必须将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作为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扩大培训覆盖

面与深度：在嵩明县已有电商培训基础上，增加培训频次，覆盖更多农户(尤其是青年、合作社骨干、返

乡人员)。培训内容需进阶化，从基础操作(智能手机使用、电商平台注册)延伸到核心技能(短视频策划拍

摄剪辑、直播带货技巧、店铺运营管理、数据分析基础、在线客服与物流管理) [4] [5]。并发挥榜样作用，

设立“数字新农人”等奖项，重点表彰像李女士这样勇于尝试并取得成效的先行者[5]。通过他们的成功

案例，激发其他村民的学习热情和内生动力，形成“传帮带”的氛围。 
2) 利用县域电商生态和村庄特色，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主流电商平台，由村集体企业牵头，在

拼多多、淘宝天猫(或京东)等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或专营店，统一销售核桃村的初级农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鼓励并支持农户(特别是培训学员)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开设账号，进行短视频内容创作(种
植过程、乡村生活、美食制作)和直播带货。村集体可建立“核桃村直播间”，轮流组织农户或聘请主播

进行带货。打造“村干部李海丽”等个人 IP，同时强化“昆明文多商贸”的企业账号运营[4]。同时借力

县域公共资源，积极对接嵩明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嵩明有礼”区域公共品牌资源[4]。利用其提

供的供销渠道、营销推广、孵化服务等，降低运营成本，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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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在乡村

振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的更新，明确数字经济赋能乡村

振兴的可行性，指导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本文以核桃村作为单案例分析，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方

式总结经验，即要发挥村子资源优势，打造“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局面，助力数字兴农进程。例

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核桃村村民能够直接销售农产品，获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市场信息，提升村

庄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调研报告也揭示了许多挑战，比如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尤其是在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应用过程中，乡村进行数字创业面临的障碍仍然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村民数字

技能的欠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足等硬件及软件方面的困境。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政策和实践中

得到重视与解决。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支持的增强，数字创业将会在中国乡村振兴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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