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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大数据支撑乡村振兴路径制定的研究

——以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为例

卢建洪 钱文进 刘洪波 曾 攀 范文武 张士勇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 重庆 401121

【摘 要】：时空大数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 其强大的时空融合能力和精准定位能力，是制定乡村振兴

产业决策，异地搬迁的有力支撑工具 也是实现大数据支撑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规划质量和和产业发展水平的

重要决策依据。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的乡村贫困现状调查和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通过对大观镇中江村贫

困现状进行调查，包括居民地分布、居民贫困现状、中江村产业规划等，结合中江村贫困特点与主要问题，初浅探寻乡村振

兴路径，实现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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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各地农村悄然兴起“智慧农业”创新变革。

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

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地理信息行业积极响应，积极利用时空数据强大的时空融合

能力和精准定位能力，针对不同的贫困原因，在前期贫困现

在地理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因

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在地理空间信息上进行综合分析，

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质量和和产业发展等乡村振兴路径。

本文以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为例，通过对大观镇中江

村贫困现状进行调查，包括居民地分布、居民贫困现状、中

江村产业规划等，结合中江村贫困特点与主要问题，初浅探

寻乡村振兴路径，助力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

2 中江村贫困现状地理调查
2.1贫困现状时空大数据智能识别

贫困现状识别，脱贫攻坚第一步，即为找出贫困户。传

统手段上，乡镇工作人员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排查贫困户，

重庆为山地城市，贫困人口多在地址偏僻、山高路险、交通

不便的地方，因此传统手段费时费力。

笔者所在单位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在时空

大数据领域耕耘多年，建设了重庆市时空大数据应用服务平

台，通过重庆市共享平台，采集 69个市级部门，40个区县

的公安、民族、农业等行业权威数据；同步重庆市自然资源

和地理空间数据库，采集最权威详实地理信息数据；平台同

步建设了互联网信息采集系统，实现互联网数据的采集，丰

富时空数据来源；平台还建设了物联网信息采集系统，实现

多种物联网传感数据的动态采集。

中江村遥感影像图

为了提高贫困户识别效率，弥补传统识别方式上存在的

漏洞，笔者所在单位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配合有

关部门，在重庆市时空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基础上，利用自

主研发的时空大数据治理及引擎技术和遥感应用技术，建立

了重庆市扶贫综合管理系统。通过系统实时调用重庆市时空

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公安、民政、农业、税务、财政等相关

数据，实时共享和比对中江村村民的医疗、车子、房子、社

保、子女教育等相关数据信息，及时分析村民对象家庭的开

支、收入情况，迅速精准识别中江村符合贫困标准的贫困户，

并进行后续跟踪，使得过去占用大量人工劳动而耗时费力的

贫困户识别在几分钟内完成。

另外，对某些拟申报贫困户的人，若通过重庆市扶贫综

合管理系统查询发现其名下有车辆和房产以及由于不良生

活习惯导致生活困难的，将对其进行申报一票否决。

2.2部分贫困现状地理调查核实校准检验

地理调查是凭借快速、实时的地理调查手段完成对贫困

户所处区域要素的准确获取与描述。

在时空大数据扶贫综合管理系统智能识别的基础上，针

对中江村部分数据缺失有偏差的贫困户，进一步进行地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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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这一步显得尤为重要：既可以差缺补漏，也可以核实和

校准智能识别结果。为实现快速准确的地理调查，笔者所在

单位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在时空大数据平台的

基础上，自主研发了智慧地理调查系统，现场调查，即时在

线更新和核准信息。在中江村贫困现在地理调查过程中，我

们基于地理调查系统进行遥感影像和GPS现状规划用地快速

解译，开展了农业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调查、交通设

施调查、产业调查等与空间定位方面相关的信息的比对，进

一步确定了中江村贫困情况的精准信息。

2.3时空大数据扶贫管理系统致贫原因精准诊断

通过智能识别和地理调查获取精准的中江村贫困户数

据资料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重庆市扶贫管理系统

分析整理，中江村致贫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中江村贫困基本现况。全村 8村名小组有 357户，1297

人，其中：男性 671人、女性 626人；共有劳动力 843人，

其中外出务工 266人。劳动力中具有手艺的专业人才有 60

人，其主要手艺是泥水工、驾驶员、厨师。村内沟壑纵横，

山区交通不便，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村民文化程度不高，科

技扶贫难度大；特色产业多以小规模种养为主，尚未形成品

牌和经营规模，生产水平地下，群众生活困难，扶贫底子薄

弱，开发任务艰巨，尽管近年来大观镇委加大了对中江村的

扶贫开发力度，但仍有部分村民不富裕。

村民文化程度低。一方面中江村人口分散，部分地区交

通不便，信息不通，教育设施缺乏，村民受教育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有待提高；令一方面由于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相当一部分青少年丧失了接收高等教育的机会。贫困形成了

低素质的劳动力，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又往往缺乏进取心和经

营技能，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外出务工也只能靠

体力来挣钱，必然形成收入低下的状况。收入微薄、思想素

质低，两者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村民文化程度和思

想素质不高，间接影响了扶贫开发进程，实现脱贫致富的难

度大、任务艰巨。

脱贫信心不足。很多贫困户世代在一亩三分地上劳作，

对外面世界认识有限，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缺乏学习和接

受新生事物的思想认识，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形成思维定势，缺少靠自身能力

脱贫致富的信心。

地理环境较差，资源缺乏，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难度大。

中江村山多地少，村民小组分布零散，村民居住环境艰苦，

境内林地荒山多，耕地少，地势高差大，不利于机械化操作，

粮食产量低，部分群众生活难以自给自足，生活水平低下，

基础设施条件差，扶贫开发底子薄弱，脱贫致富的路子窄。

农业项目周期性长，效益回收较慢，短期见效不明显，

需要长期投入。农业总体上还是粗放生产，果业产业化经营

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全村耕地面积 1484亩，人均耕地 1.1

亩，主要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结构单一，产值较低，

竞争力较弱。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严重。中江村共有劳动力 843

人，其中外出务工 266人，留下大多是老、弱、妇、幼。山

区卫生条件差，很多老人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因病导

致脱贫能力有限。山区留守儿童问题严重，隔代教育不利于

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同时读书所学的教育费，交通费等也

是一笔不小开支，增大了致富的难度。

基础设施滞后，群众生产生活不便。全村基础设施水平

较差，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待改善。基本农田建设、水利设

施建设、机耕道路等建设滞后，农田水利设施亟待改造。公

路等级低，群众出行难。村级通车公路 9.5公里，水泥硬化

便民路 4.5公里，弯多路陡，受恶劣气候影响严重，管养困

难，走访过程中发现很多村民居住在深山之中，很多是泥泞

的小路，硬化道路少。开通 1路公交，群众出行难，运输难

的现象依然突出，整体效益发挥不足。

管理不善，村干部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村干

部本身就是贫困户，缺少致富手段，很难起到带头作用，对

村民生产生活关心不足。

中江村部分居民房屋情况

3 时空大数据助力中江村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为实现科学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笔者所在单位重庆市

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在时空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上，集成

研究了地理设计智能应用平台，建设了对应城市规划、自然

资源管理、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的的场景应用模

块。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根据实际数据分析设计，快速

得出科学的配置方案。我们通过地理设计平台对大观镇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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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地理区位、交通、农牧业、气候等多方数据进行联动分

析，可知中江村是承接主城和南川区产业、人口的发展区域；

可重点打造乡村旅游，具备发展配套旅游产业、承接都市游

憩产业与特色农业结合的区位优势；适宜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生态都市农业，争创生态村示范点。

3.1特色产业路径选择

中江村山地多、海拔相对较高，因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

气候环境。独特的气候与地貌因素使得村的适种农作物需选

择适当。通过地理设计平台，利用时空大数据分析，能更加

精准地指导当地农户种植适宜作物。

中江村特产产业区域

中江村现有耕地面积 1484亩，水田 1100亩，旱地 384

亩，林地面积 1237亩，水域面积 220亩（包括河道、水库、

鱼塘和水塘）。可以按照公司+农户+党支部的管理模式，实

行标准化生产，因地制宜进行空间规划，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适宜开展冬水田示范种植油（蔬）菜、发展绿色有机大米、

建设生态茶园示范建设；可利用森林生态资源，建设林下土

鸡养殖基地；依靠畜禽粪便发酵后形成特色养殖原料，发展

特色养殖（鳝鱼）等产业。

3.2乡村旅游发展路径选择

根据地理设计平台分析，中江村位于重庆一小时旅游圈

内，处于重庆东南部黄金旅游带上，是通往金佛山、仙女山

景区的第一站，旅游区位优势显著，对旅游人群可形成较好

的拦截效果。同时渝湘高速贯穿仙女山区域、金佛山区域，

结合四面山、黑山谷形成重庆黄金旅游带。重庆黄金旅游带

配套完善，旅游发展成熟，中江村可以借力黄金旅游带，异

质性发展，将黄金旅游带上的人流引进来。

中江村旅游资源

中江村现有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主要包括荷花池和千亩

油菜花田。同时周边深沟狭谷和陡斜山岭交错，自然植被良

好。中江村现有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黑朝门、李家湾

碉楼，川军抗战纪念园等。

乡村旅游规划示意图

中江村应充分利用现有绿色蔬菜基地和洼地农庄这两

大蔬果旅游要素着力打造“离主城最近蔬果旅游基地”这一

名片，同时延续现有花海的吸引点。对于远离黎香湖大道的

山地地区应加强生态涵养工作，适当开发旅游项目。功能区

划主要分为四大区：精品果蔬体验区、田园花海观光区、浅

丘田园观光区、山地林海涵养区，大力发展花海、农业观光，

农耕体验、农家乐、高山茶社、生态疗养、农产品加工展示

等特色产业项目。

3.3异地搬迁地智能规划和选择

根据相关专家研究，西南高山地区的贫困原因与海拔、

坡度、交通、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有很大相关性。中江村蒿

草屋基、斑竹湾、长岭岗等居民聚居地坡度陡、海拔相对较

高、离水源地远、交通不便、土地资源匮乏，多种因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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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导致了这些地方极度贫困。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他们

在居住地脱贫难度大，最有效的是易地搬迁扶贫开发模式，

且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整体搬迁到更

加适合居住的地方，才能从根上解决贫困问题。

搬迁安置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地理环境中进行的，移民

安置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对空间地理环境容量的分析与合理

利用，决策制定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

特点。我们通过地理设计平台，充分分析中江村坡度、海拔、

交通、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因素，精准规划适宜异地搬迁的

人群和区域。

搬迁安置点的选择，除了以上坡度、交通、水资源、土

地资源、海拔等因素要考虑外，还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移民的安置不能影响到其他非移民的利益，因此安置地

又不能太靠近已有的居住地，安置地选择也要考虑非移民利

益，安置区非移民不希望移民迁入而扰乱原本秩序正常的社

区生活；因为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对土地、公共设施、就业

机会和其他稀缺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尤其是土地资源，移

民的到来，必须占用生存之本的土地，因此，应该尽量开垦

新耕地给移民，尽量不占用或少占用非移民安置的土地。

安置区选择与自然保护区，与国家重点建设规划用地不

冲突。自然保护区是国家重点保护区域，为了有效保护自然

保护区，目前居住在保护区内的人口要搬到保护区外。而国

家重点建设规划用地内的人口作为非自愿移民，也需要搬迁

到其他地方。中江村比邻黎香湖自然风景保护区，因此，安

置地选择中应剔除黎香湖自然保护区和国家重点建设规划

用地。

中江村属于高原高山地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

发生，为了保障移民的生存安全，安置区要避开地质灾害隐

患点。

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即同时满足坡度小于 25度、海拔

较低、离公路 2 km内、离水源 1 km内、土地利用为除裸岩、

裸地、滩涂、河流、居民地外的土地利用类型、离自然村距

离 1 km外的区域将是潜在的安置地，将这些图层叠加（相

乘）后，通过地理设计平台快速分析，得到中江村可以适宜

的易地安置区域，为扶贫攻坚提供科学的决策。

3.4地理设计平台分析改善式乡村振兴路径

同时，通过地理设计平台分析得出，中江村大部分村落，

没有以上八种因子的全部劣势，不需要整体搬迁，只需要对

相关劣势因子加以改善，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下面列

举一二：

水资源改善——高山扶贫水库工程。如米豆湾、柏杨湾、

张家湾等地，交通、坡度和海拔因子尚可，但水资源匮乏，

需要加强水资源的调度。可以利用高山水库工程，每个居民

聚集地修建饮水水库，解决居民用水难问题。

交通改善——公路村村通。如天平丘、大石塔等地，水

资源、坡度和海拔因子尚可，但是交通不便，大大影响了村

民的出行和经济作物的选择，因此，需要借助公路村村通工

程，修建公路到家门，使农民的经济作物能够运出去，方便

和快捷的变现。

4 结论
贫困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党和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扶

贫工作，并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乡村振兴要求，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法宝，就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

新兴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难以进行有效，准确的乡村信息比

较分析，数据失真难以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和资源分配标

准。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探索时空大数据技术与乡村振兴有

机结合的机制，以改善乡村发展的成效。以时空融合的“全

部数据”代替随机抽样的“样本数据”思维，以及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地理设计的强大分析设计能力，在乡村振兴

发展领域具备真正的精准内涵，而且以时空大数据分析、云

计算为技术手段的精准识别、精准实施、精准监管等全过程

的整体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乡村振兴开发的科学

性。

由中江村的案例可见，时空大数据在支撑乡村振兴路径

制定的研究，从而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战场上多方面发挥

着精准科学的作用，为贫困户识别、乡村特色产业选择等方

面提供了参考决策，加快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步伐。同时，乡

村振兴发展领域对时空大数据的深入应用也反过来助推了

时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参考文献：

[1] 刘欧,郭高卉子.大数据精准扶贫移动云平台设计[J].数字化用户,2019,25(16):94.

[2] 杨善林,周开乐.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J].管理科学学报,2015(05):1-8.

[3] 严俊乾.”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J].现代经济信息,2016(01):35-36.

[4] 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改革,2019年第 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