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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蒙古基层政务新媒体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萨仁高娃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层政务新媒体成为了政府与民众沟通和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本文以乡村振兴为

背景，探讨了基层政务新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基层政务新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提升了政府形象和

服务水平，增强农牧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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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战略。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这一背景下，基

层政务新媒体的兴起为政府与农牧民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提供了

全新的机遇。基层政务新媒体，即政府部门利用信息化和互联

网技术开展政务工作的渠道和平台。本文将探讨基层政务新媒

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一、基层政务新媒体的发展与特点 

2018 年 12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政务新

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1》。《意见》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

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大力推进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

健康有序发展，持续提升政府网上履职能力，努力建设利企便

民、亮点纷呈、人民满意的"指尖上的网上政府"。到 2022 年建

成与中国政府网，政务新媒体为龙头，整体协同，响应迅速的

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全面提升政务新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 

（一）政务新媒体的概念 

政务新媒体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及其内设机构在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政务账号或

应用，以及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端等 2。它包括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政务抖音、政务 APP 等。 

政务新媒体不仅有媒体属性，还有政务属性，是电子政务

落地应用的优良实践平台，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渠道，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是引导网上舆论、构建清朗网络

空间的重要阵地，是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的重要途径。政务新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种新型媒体形

态，也是新媒体在实际运用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使用主体为

政府，主要作用是为民众提供便捷服务。 

（二）政务新媒体的优势 

1．实时性和全面性 

政务新媒体可以实时发布政策解读、新闻通报等信息，使

公众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最新政策动态。同时，政务新媒体还可

以将政府的工作内容、进展情况等全面呈现给公众，提高信息

的透明度。 

2．互动性和参与性 

政务新媒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动，开展问答、

讨论、调查等形式，使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

促进民众的主动参与和公共责任感的培养。 

3．多样性和便利性 

政务新媒体的发布形式多样，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同时，政务

新媒体还具有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

电脑等终端设备获取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 

二、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了基层政务新媒的普及和使用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是新时期解

决“三农”问题的核心。2018 年 8 月，党的第十九召开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发展规划（2018-2022 年）》，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发展总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乡村振兴发展机制架构和

政策体系，到 2022 年初步完善。到 2035 年，取得决定性成果，

基本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到 2050 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达到农业强，农村亮丽，农牧民全面小康的总目标。规划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阶段性谋划，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

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

落实落地，为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

依据。 

2018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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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党委、政府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开启了全

面振兴乡村的步伐。并在 2019 年 9 月至 2023 年，分别制定了

《内蒙古自治区推动乡村组织振兴规划（2018-2022 年）》、《内

蒙古自治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实施方案（2018-2022）》、《内蒙

古自治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方案（2018-2022）》、《内蒙古

自治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实施方案（2018-2022）》、《内蒙古自

治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施方案（2018-2022）》，《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细化了乡村振兴战略内容。 

2020 年 1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

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公布了完善 2020 年信息网络基本设

施建设的规划。其中提到，大幅提升农村牧区网络设施水平，

增加 4G 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推动 5G 站址规划和基站建设，

实现全区重点区域连续覆盖，加快通信网络设施 IPv6 改造升级

和推广应用。开展面向物联网、无人机、无人驾驶等新技术新

装备的区域性专用试验场地建设，加快物联网规划布局，加强

“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旅”等数字应用基

础设施建设，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体系，推进市政公

共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开放共享。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和 2022 年 12 月分别发布了《内蒙古“智慧

广电”网络服务进村入户和“看电视”向“用电视”转变实施

方案》的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智慧广电发展方案”的

通知，旨在依托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按照智能广播电

视网服务村庄入户工程标准，实现牧区旗送万兆，乡镇送千兆，

乡村送百兆的有线网络和无线电视全面覆盖活动。并通过智能

广播电视网与因特网互联互通，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覆盖

乡镇、乡村，加强基层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政务办公、教育

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治理，电视会议和培训、应急调度、云

视频监管乡村的覆盖力度，加大牧区智能无线电视宽带网络覆

盖与服务工程项目建设力度，提升牧区现代化信息设施能力，

帮助牧区现代化试点推广和普及工作。打通牧区宽带网络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这为推动全区网络设施建设、为城乡人民利

用手机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建设智慧乡村、乡村治理、电子

商务发展以及农牧民参与文化活动等提供了基本保障。 

三、基层政务新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影响 

基层政务新媒体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 4G、5G 网络的建设，农村地区网络覆

盖率不断提高，农牧民逐渐成为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政府

部门借助基层政务新媒体，可以更加高效地发布政策和信息，

与农牧民进行互动和合作。此外，基层政务新媒体具有实时性、

互动性和多样化等特点,在信息传播和政务实践中发挥重要作

用。 

1.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基层政务新媒体为政府与农牧民之

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便捷渠道。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

发布政策解读、乡村振兴项目进展等信息，农牧民可以及时获

取相关内容。这种信息的公开透明性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对称，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2.提升政府形象和服务水平。基层政务新媒体可以帮助政

府部门展示其工作成果和服务能力，提升政府形象。政府通过

新媒体平台宣传乡村振兴工作的方案和成果，向农牧民解答问

题和提供服务，增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合作。这种互动性有

助于改善政府与农牧民之间的关系，提高农牧民的满意度。 

3.增强农牧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基层政务新媒体为农牧

民提供了参与乡村振兴的机会和渠道。农牧民可以通过新媒体

平台发表意见、建议和需求，参与农村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

议题的讨论和决策。政府对农牧民的参与和反馈给予回应，增

强了农牧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这种参与性有助于激发农牧民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 

4.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基层政务新媒体可以通过传递乡村

风光、乡土文化等内容，宣传与传承乡村文化。政府可以利用

政务新媒体平台，推广乡村旅游、民俗文化等，带动乡村振兴

的经济发展。 

政务新媒体对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政务新媒体的推广

和使用将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加强对政务新媒体的重视，进一

步改进运营机制，提升内容质量，加强用户教育和参与引导，

不断提升政务新媒体的便捷性，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传递

和互动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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