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购物，“有啥买啥”
变成“啥好买啥”，坐在家里
就能“逛”全国

【乡村故事】

九山相叠，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

乡九山村“藏”在其间。

搭上互联网快车，小山村连通大世界。

“前不久，我在网上相中了一款电饭煲，蒸煮

炖煲，功能齐全，还能定时。”选好商品，加入

购 物 车 ，下 单 付 款 …… 村 民 朱 应 华 操 作 顺

溜。3 天后，快递送货上门。

一根网线，让一件件商品“飞”进农家。

朱应华说：“网上买了热水器，洗澡更方便。

今年春节，我还下单买了不少零食礼包、保健

品，走亲访友有面子。”

过去“有啥买啥”，如今“啥好买啥”，乡亲

们的消费在升级。“图价格优惠，更图品种多、

质量好，还能看网友的评价。”朱应华笑呵呵

地说，“坐在家里就能‘逛’全国，城里人用的

吃的好东西，咱也能买到。”

曾经，交通不便阻挡了村民们的消费升

级。“市面上啥卖得好，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朱应华回忆，以往一条窄窄的土泥路七弯八

拐，村民到镇上赶集，爬坡越沟，早早出门，中

午才能走到。每次赶集，朱应华总是一口气

把缺的东西都买齐，背上的竹篓满得冒尖尖。

“要是买建材、家具、家电等大件，就更麻

烦了。”朱应华还记得当年家里买电视，找了

村里两个年轻人才抬回家。

消费之变折射山乡巨变。如今，平坦的

水泥路通村入户。“骑上摩托车到市里，比过

去快两个多小时，进城办事，说走就走。”朱应

华说。

路网畅通，快递进村了。“过去骑摩托车

去镇上寄收快递，邮费不少花，还得搭上油

钱，大家不愿用。前年村里的快递点建好了，

离我家就几百米，寄取包裹一点不费劲。”朱

应华感慨。

快递点建在九座山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里，负责人张廷龙介绍：“平日里收发货需

求多，我们和区供销社、快递公司签订协议，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寄收快递。”

织密物流网点，村民网购更方便。“区里

建了两个仓储服务中心，11 个乡镇配套快递

物流中转站，173 个村建有快递网点，农村物

流 网 络 体 系 不 断 完 善 ，打 通 了‘ 最 后 一 公

里’。”夷陵区副区长许祖钢介绍。

硬件升级，软件也要跟得上。从“老年

机”换成智能手机，朱应华刚开始不适应：软

件咋下载？付款咋操作？图标五花八门，点

哪儿都不对……村里开了电商培训班，朱应

华积极报名，“老师在上面讲，我一步一步跟

着学，很快就上道了。买东西、看新闻、打视

频电话，现在都离不开手机喽。”

电商培训课程深深吸引了朱应华，怎么

开微店、粉丝哪里找、短视频怎么拍，他学得

非常认真。“钻”进手机里，朱应华发现新天

地：“网购这么方便，那咱家的山货放网上卖

行不行？”

说干就干，朱应华的微店开张了。“茶叶、

天麻发在朋友圈，村里的好山好水拍成短视

频，网友们纷纷点赞，几乎每天都有人下单。”

去年朱应华的微店销售额达 30 多万元。“从全

国买东西，又把东西卖到全国，数字乡村建设

改变了我的生活！”朱应华感慨。

越来越多的乡村生活因“网”而变。“我

们不断完善物流网络，优化服务，让村民乐

享‘网上购物、货到家门’。此外，区里为有

意愿、有能力的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创业帮

扶、实务培训，促进农村电商兴农富农。”夷

陵区经信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金华介绍，目前

全区网商超过 7000 个，电商从业人员超过 1
万人。

一网跨重山，消费品下沉乡村，农产品上

行城市。看全国，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民

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累计培训受众超过 1 亿人

次。“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建成运营益农信

息社 46 万个，覆盖 80%的行政村。2021 年“快

递进村”比例超过 80%；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农产品网络

销售额达 4221 亿元，同比增长 2.8%。

“云上”问诊，卫生院连
上大医院，农民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医疗资源

【乡村故事】

“哪里不舒服？”

“已经打了 3 天针，可一动弹，胸口还是觉

得闷。”

在山东省嘉祥县老僧堂镇卫生院，70 多

岁的患者杜际宾坐在椅子上，揉着胸口。屏

幕另一头，县人民医院心肺病专家仔细询问

病情。

“咳嗽停不下来，气也不顺。”前不久，大

风降温，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杜际宾感到不

舒服，家人赶紧把他送到镇卫生院，“年纪大

了，腿脚不利索，往县里跑太折腾了。”

医生诊疗后，杜际宾的症状不见好转。

“要不咱们网上找县医院专家看看？”在医生

谷二英的提议下，一场在线远程会诊开始了。

打开“医联网远程医疗信息平台”，选择

“ 嘉 祥 县 人 民 医 院 ”，专 家 头 像 显 示 在 屏 幕

上。谷二英已经提前把病历、化验单、CT 片

子上传后台，还与专家提前沟通了病情。

“考虑患者有肺炎，消炎药可以再加点。”

“大叔，咱这个是慢性病，急不得，心态要平

和”……不到半个小时，专家给出了诊断意见。

“我们更换了药物，又为患者打了 3 针，病

情逐渐好转。”谷二英舒了口气。

“云上”问诊，让村民在家门口看上好医

生。“以前跑趟县医院，俺们到处借车。挂号、

排队、交费，跑来跑去，要花上半天，最辛苦的

还是老人。”杜际宾老人的儿媳妇吴海菊感

慨，“现在有了互联网远程医疗，方便多了。”

“一张网”连通市县乡村四级医院。“小病

不出村，大病不出县。”老僧堂镇卫生院院长

楚长明介绍，“知名专家在线诊疗，患者看好

病不费劲，还能少花钱。”

镇里的两个卫生服务站、21 个卫生室全

部开通了远程医疗会诊系统。此外，县直 3 家

公立医院、11 个镇街卫生院与市医院建立放

射和心电远程会诊系统，逐步实现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平日里，谷二英还是杜际宾的签约家庭

医生。“胸口憋气吗？身上还觉得乏吗？”刚迈

进杜际宾家的门，谷二英就急切地询问。掏

出 听 诊 器 ，打 开 血 压 仪 ，一 项 项 地 检 查 、记

录。他看着紧闭的窗户，悉心叮嘱，“天气暖

和了，多开窗通气，有利于恢复。”

“各项检查指标上传后台，形成电子病

历，一旦指标出现异常，就能早发现、早诊断、

早预防。”谷二英说，“我负责巡护 20 多名老

人，有了大数据帮忙，不用总悬着心。”

大数据跑起来，全方位守护村民日常健

康。“县里实现人口数据、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等互联共享，各级医院互认互通。

专家在线看病，家庭医生定期巡护，患者实时

查询个人健康档案。”嘉祥县卫生健康局副局

长曹刚介绍。

“互联网+医疗”缓解了“看病难”，也缓解

了“看病贵”。“以前看病要往大医院跑，花费

大，报销不方便。”吴海菊算了笔账，“如今，信

息联网，卫生院就可以一站完成新农合报销，

不用来回跑了。家门口看病，省下了路费、住

院费，这次少花了近 1500 元。”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县里建成县

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组建了 274 个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实现家庭医生签约、远程会诊、分

级诊断、便民服务等一网覆盖。”曹刚说。

“互联网+医疗”让城乡共享优质资源，为

广大村民健康保驾护航。目前，29 个省份已

建立省级远程医疗平台，832 个脱贫县实现远

程医疗全覆盖，2400 多个医联体牵头医院建

立远程医疗中心，全国已有 535 个县（区、市）

建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县域内就诊率超 90%。

手机直播，老手艺焕发
新生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

【乡村故事】

“走，去买几棵树。”

“轰轰轰”，一辆大卡车驶出村门；摊位

前，村民们仔细挑选树苗；吊臂挥动，大树稳

稳栽入土中……

镜头流畅切换，人物栩栩如生，一条记录

乡村生活的短视频，播放量超 70 万人次，网友

直呼新鲜。这一个个逼真场景，没想到都是

用泥巴捏成的。

视频拍摄者是来自河南省浚县伾山街道

寺 下 头 村 的 朱 付 军 。 他 在 快 手 上 叫“ 泥 巴

哥”。朱付军用泥人、泥车、泥房子等，讲述着

身边的故事，积累了 300 多万粉丝。

“浚县泥咕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流传了上千年。老乡们用和好的黄泥，反复揉

搓捏点，再描上图案、绘上颜色，活灵活现的泥

塑就做成了。泥塑身上还藏着关窍——对着

小孔吹气，“咕咕咕”的声音就能传出来。

朱付军回忆起童年时光，“奶奶在院子里

捏‘泥咕咕’，我和哥哥在旁边照着学。捏好

的泥塑成了我们的玩具，一下午不知不觉就

过去了。”到十七八岁，朱付军外出打工，干过

保安，当过建筑工人，想家的时候，就捏一捏

“泥咕咕”。

如同朱付军一样，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多

了，村里渐渐少了人气。朱付军说：“只有在

逢年过节的时候，老人们才会捏好‘泥咕咕’，

到集市上换点零用钱。老手艺要是在我们这

代人手里丢了，该多可惜啊！”

如今，朱付军回到村里，让老手艺焕发出

新生机。

和短视频结缘，源自一场意外。2017 年，

朱付军不小心摔伤了腿。在家休养的日子

里，他迷上了短视频。看到不少人记录乡村

生活获得满屏点赞，朱付军跃跃欲试，“脚刚

能下地，我就找到哥哥商量。”

第一条短视频很简单：“突突突”，一辆泥

巴做的拖拉机缓缓前进。200 多万人次的播

放量，让朱付军惊喜万分，“哥，咱火了。”

朱 付 军 的 热 情 被 点 燃 。 每 天 想 脚 本 、

捏泥塑、和网友互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

人 加 入 拍 摄 团 队 。“ 咋 样 运 镜 、咋 样 配 音 、

啥 样 的 故 事 好 看 ，我 们 照 着 网 上 课 程 一 点

点学，短视频做得越来越好，现在不少人还

来 问 我 们 怎 么 做‘ 定 格 动 画 ’呢 。”朱 付 军

感慨。

制作“泥咕咕”的手艺也不断精进。“有一

次，我们打算拍一条泥塑下水的视频，不管是

涂油漆还是防水胶，效果都不行。”朱付军四

处打探，在家中建起小土窑，可泥塑放进去一

烧，就出现了裂痕。

“我们找到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王学仁，拜师学艺。”朱付军说，“原来，烧制

泥塑先要小火，然后慢慢升温。身上加弹簧、

钢丝，泥塑就‘活’了；小孔角度不准，泥塑就

吹不响。门道可真不少。”

点赞量噌噌涨，“泥咕咕”被更多的人熟

知。“第一场直播，几秒钟时间，近 200 单泥塑

就被抢光，没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朱付军

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发动起来，他举着手机，在

村口介绍“泥咕咕”历史，走到村民家中，把老

人们制作泥塑的过程拍下来，“我们已经帮

100 多名手艺人卖出了近 10 万件泥塑。”

短视频唤醒了沉睡的乡村文化。“我们鼓

励年轻人制作优秀短视频，推动优秀乡村文

化资源数字化，更好传承。乡土文化留得住、

传下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快手

泛知识和付费业务副总裁周晓晗介绍，“如

今，在快手上每 3 秒钟就有一条有关非遗的视

频产生，累计播放量超 2245 亿次。超过 1.9 亿

月活跃用户关注、学习农业知识。”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民间技艺、习俗等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许多农民不仅“富

脑袋”，还吃上“文化饭”。我国提出汇集乡村

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戏曲剧种、农耕

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丰富中国文化遗产标

本 库 ，实 现 乡 村 核 心 文 化 资 源 的 数 字 化 保

存。目前，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打造了云上乡

村 春 晚 、百 姓 大 舞 台 等 一 批 全 国 性 品 牌 。

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集中展示活动和百县万

村网络联动，有 49617 个村参与，春节、元宵节

期间网络参与者超过 4.65 亿人次。“十四五”

期间，中央财政继续支持实施“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建设”“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进一步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让农民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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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深度观察··数字化为乡村带来什么②数字化为乡村带来什么②R 打 开 手 机 ，可 以 看 新

闻、刷视频、网购中意的消

费品；一根网线，让城乡两

端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隔着屏幕，

农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让

城 里 的 名 医 看 病 …… 数 字

化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乡

村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农

业农村部农业农村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道

亮看来，这一个个生动的应

用场景，展现了数字化乡村

生活的广阔前景。

数字化在保障
改善民生、缩小城乡
差距方面大有可为

“ 城 乡 发 展 不 平 衡 、农

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社会

主 要 矛 盾 的 集 中 体 现 ，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

能突破时空限制，在促进农

村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缩

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大有

可为。”李道亮说，比如各地

积极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网

络，很多农民可以在家门口

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服务，看

病难得到缓解。

我 国 已 初 步 实 现 数 字

化 与 农 民 生 活 的 有 机 融

合 。 2014 年 至 2021 年 ，我

国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从 0.18
万亿元增长到 2.05 万亿元，

增 长 10 倍 多 。 截 至 目 前 ，

全国远程医疗服务县（区、

市）覆 盖 率 达 到 90% 左 右 ，

全国中小学校（含教学点）

实现 100%宽带通达。

“数字化已渗透到乡村

生活各方面，但仍大有潜力

可挖。”李道亮说，下一步，

硬件上要大力推进乡村信

息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持续

推进城市农村“同网同速”，

逐步填平城乡“数字鸿沟”；

推动农村公路、电力、水利

工程、冷链物流等传统基础

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推进

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

农业、智慧物流等建设。软

件上，要不断丰富和完善适

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服务

供给，打造农业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强化服务、完善功

能、简化操作，让乡亲们用

得上、用得好。推进智慧城

市平台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进涉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

放、有效整合，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下沉乡村提供便利，助

力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打通堵点，突破难点，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道亮认为，拓展、深化数字化在乡村生活的应用场

景，前景广阔，下一步应打通堵点，突破难点，让数字化助

力乡村生活更便捷、更美好。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农村电商和快递物

流配送。李道亮说，要大力提升村级电商服务能力，鼓励

各地供销部门、移动运营商和农产品电商企业等社会力量

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村连锁超市、村级便利店、

综合服务社等实体网点信息化改造，提供代购代销、代收

代发、物流配送、电子支付等服务。完善农村电商物流体

系，支持大型流通企业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下沉供应

链，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推进农产品产地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推动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

创新，推动行业协作和资源共享，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运

营机构可持续发展难等问题。

提升农民的数字化素养，让他们更好享受数字化红

利。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培训。“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整体上乡亲们数字化理念

和运用水平还比较差，这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难点。”李

道亮认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认知、

意愿和能力，加强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宣传和示范，提升农

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学习意愿是前提，搭建农村电商培

训等提升农民数字技能的平台是基础。要结合农村实际，

引导企业、公益组织等参与农民数字技能提升工作，进一

步发挥益农信息社的作用，从返乡下乡人员、农村青年中

选聘信息员，培训乡村留守群体，让他们学会使用电脑、智

能手机等智能设备，掌握网上购物、使用各种常见 APP 等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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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镇王院村农家书屋，志愿者

指导老年人使用手机扫码。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五峰村，5G 信号

实现全覆盖。

过仕宁摄（人民视觉）

图③：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医生和贵州省人民医院专家进行远程医疗会诊。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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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
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根网线连起城乡，优质
消费品走进农家，医疗、教育
等优质公共资源下沉，农家美
食、乡村美景收获无数网友点
赞……在全国，随着数字信息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乡村
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方式转变，
让农民生活更便捷、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