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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

里研究院举办《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发布

会。会上公布了数字乡村百强县榜单，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以122.1分的县域数字乡村指

数，位列全国第一。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

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早在2019年12月，德清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就印发了《德清县构建乡村治理数

字化平台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的通知。德清的数字乡村建设快人

一步，走在前列。

为什么德清能够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先行

者？建设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挑战？又形成了

哪些“德清经验”？让德清数字乡村建设项目负

责人和践行者徐怡婷博士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大数据牵头，走在全国前列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

字乡村战略”以来，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

建设数字乡村提出了指示与部署。为贯彻落实

省市加快实现乡村数字化、建设智慧乡村的建

设部署，德清在2019年12月印发了德清县构

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其中明确了依托大数据和地理信

息数据服务，构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探索

“数字乡村一张图”“乡村智治新模式”的建设目

标,该文件为德清的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正确

的方向指引。

徐怡婷介绍，依照“数字乡村一张图”的建设

目标，德清打造了全国首个由县到乡镇街道再到

村的三级统一调度管理平台，相当于德清县全县

930平方千米，共173个乡村/社区的基础数据都

在这个平台进行了良好的统一化管理。

“这个平台的成功建设确实较好地支撑了

德清的数字乡村建设，该成果也给德清带来了

不少荣誉。”据悉，德清县入选了首批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的地区名单，也连续两年获批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全国县域第一。同时，也以第

一名的成绩入选了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典型案

例。“这是德清自身通过平台建设以及自己积累

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国家级、省级层面上获得

的一些荣誉。”徐怡婷说。

面对各种“第一”，徐怡婷坦言：“当第一名

非常累，因为第二名永远有可以追逐、可以参

照、可以学习的对象。而作为较早开展数字乡

村建设的我们来说，我们永远要想得更早，比别

人更前，还得一直保持，不然别人就会追上来。”

德清的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做到先行一步，

始终保持优势，正是凭借当地先进的、前沿的地

理信息技术。

“德清数字乡村建设可能和别的地区数字

乡村建设有所不同，因为其他地区可能是由农

业农村局来牵头。德清县数字乡村的建设牵头

单位还包含了大数据局，大数据局这个名字代

表它本身职能的规划。”徐怡婷透露，“我们当时

是2020年2月底接到的紧急任务，还是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及‘数字乡村一张

图’，但数字乡村到底建什么？所谓‘一张图’到

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当时很多人是缺乏具体概

念的。”

时间的紧迫、经验的空白、任务的琐碎让徐

怡婷及其团队仿佛面对着一团乱麻绳，想要解

开却无从下手，而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的站位及

其基础数据积累就像这堆乱麻团中起决定性因

素的线头。

当时德清提出的数字乡村建设口号是“一

屏感知全域、一图掌握全城”。“感知”要求除了

静态的基础数据之外，还需要接入更多的感知

设备，来采集、更新乡村的实时情况；“一屏”“一

图”要求各类信息要一目了然；“掌控”则指明要

从县域治理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数字乡村建设。

换言之，需要在三维场景下展示村庄山水

林田湖规划全貌，使乡村自然资源分布、项目布

局、用地状况一目了然，优化乡村治理方式。这

正是地理信息相关技术和服务最为常见的应用

场景。要实现这句口号包含的内容，离不开测

绘地理信息技术。

经过对德清现实情况的“抽丝剥茧”，2020

年上半年，在“数字乡村一张图”建设中，徐怡婷

及其团队在德清大数据局的带领下，依托德清

本身的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成果，以电子地图、

遥感影像、三维实景地图等多类型、多尺度、多

时态的空间数据为基底，叠加自然资源、农业、

水利、交通、建设、文旅、民政等各部门数据，构

建了数字乡村底图。

以乡村规划为例，通过数据采集与数据共

享的方式获取新建住房规划许可、房屋户主、面

积、结构、安全状况和宅基地等信息，实现农村

住房数字化管理。同时，汇集村庄地理信息历

史影像，直观呈现比对村庄变迁。

三大问题拦路，测绘技术展身手

在德清数字乡村建设期间，有三个问题较

为棘手，首先是数据的获取。上文提及德清整

个县域面积高达930平方千米，相当于第一个

大问题就是面对庞大的数据生产工作量，如何

在节约成本、控制周期的同时，还能够保质保

量呢？

徐怡婷说：“当时，我们采用的是分区域多

样化采集。举例来说，在县域内，存在房屋较为

密集的区域，对于这种区域，我们采用的是小范

围倾斜摄影测量。在面对大范围的农田、山地，

这类区域，我们采取的是高精度DEM和DOM

融合的方法。相当于根据地物的不同，我们采

用了不同的数据采集手段，当数据采集完，我们

再把三块数据融合在一起，拼接成整个德清县

930平方千米的一张地图，把这张图给融合拼

接好。”

徐怡婷表示，基于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优

势，她的团队和业主单位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摸

索出的解决思路，能最大程度地节约县域级别

数字乡村的建设成本，缩短整个建设周期，尽快

投入使用。

一张图的基础数据有了，但如何让其“一目

了然”并灵活应用呢？这涉及了两个方向，数据

的“快”和“全”。

这些数据的应用不仅限于县级层面，街道

要用，村里也要用，用户终端很多。从用户体验

感出发，在“一屏”的基础上，还需保证加载速度

快。面对用户终端多的难题、数据运行快的要

求，徐怡婷及其团队对整个三维地图进行了轻

量化处理，对于几何和纹理表达都进行了压

缩。这样的轻量化发布使得不同终端、不同层

级的用户能够便捷地调用所需数据。基于数据

的融合拼接以及轻量化处理，能够形成统一的

地图发布，也便于后续的平台建设。

“拿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来说，其建设发展的

速度很快，即使我们拥有小镇长时间的发展规

划方案，提前设定了合理的数据更新周期，但还

是会有一小部分要根据管理者的需求进行同步

更新。目前我们的节奏就是依据发展规划进行

每年大范围数据更新，辅以小范围的实时数据

更新。那通过统一的地图发布管理，数据在县

域层级进行更新，乡村街道的所有数据也是同

步更新的。”徐怡婷解释道。

数据要实用，光有一类数据是不够的。“以

房屋数据为例，我们关联了健康码、疫苗接种情

况，这有助于实际生活中的疫情防控工作。”实

际上，健康码、疫苗接种等此类数据，已经是德

清数字乡村建设中第二批关联的数据。第一批

进行关联的数据，其实是“一标三实”，即标准地

面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这是

当地政府最关心的数据。在第一批数据关联成

功后，才陆续进行了更多的实践。

“现在，在该平台的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名

字，这个人名下所关联房屋模型，能够直接在三

维地图上直接高亮。”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实

际上是在三维模型中进行了分层分户的逻辑处

理。徐怡婷提到以前要关联数据，需要做物理

单体化的处理或说需要叠加二维矢量图层，这

实际上在操作中是“两层皮”，与“一张图”的建

设要求背道而驰。

如今，在该平台的三维空间上进行了分层

分户的逻辑单体化处理，“两层皮”的问题迎刃

而解；同时这个逻辑处理技术，使得政务数据和

空间数据的双向关联效率也大大提升，极大节

省了数据关联这一块的工作量。

德清经验可复制，也需因地制宜

德清的数字乡村建设得益于本身的地理信

息小镇的定位以及前沿的技术支撑，在大数据

局的牵头下，确定了“数字乡村一张图”为基础

平台的建设思路。在工作不断地协商、推进中，

徐怡婷认为有两点经验值得别的区域进行参考

和借鉴。

一是更接地气。徐怡婷用一句话进行了解

释：数字乡村应该在为基层干部减负的同时，让

老百姓更有体验感和收获感。

许多的数字乡村建设起初都容易陷入一个

误区，那就是平台和画面都特别酷炫，实用性却

不足。对基层干部来说，一个不贴近实际需求

的平台，他们还要去学习、还要去推广，是在增

加他们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德清数字乡村的

移动端设计将基层干部需求的优先级提高，哪

怕使用者是一名网格员，我们的设备都尽可能

地围绕其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进行了优化。”

数字乡村不光要服务于政府的管理部门，

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本身有体验感，有获得感。

徐怡婷介绍，在全域进行建设的同时，他们还设

立了个别试点精品村。“在试点精品村，我们打造

了居家养老这个场景，比方说村里70岁以上的

老人，除了在家里配备一键呼叫终端的报警器

外，还配备了健康枕，健康枕能够感知老年人的

休息时间、休息频率以及休息时段的身体基础

指标，这些数据都能够传输到管理平台的相应

模块。我们通过无感知陪护在‘数字乡村一张

图’的平台上为老年人带来了他们最需要的服

务，这种服务也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

二是应用场景的设计。测绘前沿技术日新

月异，其带来的便捷不言而喻，但如果没有场景

的设计，技术和应用便会脱节、离地。“我们的东

西不能光好，别人却用不了。”徐怡婷形容，在数

字乡村建设中，政府设立了许多跑道，例如空间

治理、生态修复、农村电商等，在这些跑道中要

求建设者去梳理三张清单——需求清单、难点

清单、成效清单，清单的梳理其实就对应着应用

场景的设计。“我们做什么事情目的是解决什么

问题，而不是单纯的闭门造车。”

徐怡婷也强调根据用户对象的不同，根据

需求问题的差异，数字乡村方案设计有着不同

的配置。她还参与了温州乐清市黄华村的数字

乡村建设项目，与德清不同，黄华村在地理信息

技术方面不存在优势，无法从大数据层面搭建

全县全市的统一信息管理平台。

基于此，团队根据黄华村的需求设计了九

大场景模块及其管理中心，而非照搬德清的“一

张图”建设思路。在这九大模块中，负责的部门

可以自己去更新属性数据，无需依赖统一平台。

（原载《中国测绘》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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