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市岳村镇人民政府文件

岳政〔2016〕8号

岳村镇“互联网+”实施方案

各行政村、镇直机关各部门：

现将《岳村镇“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岳村镇人民政府

2016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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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镇“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 号），根据《郑州市“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

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互联网+”的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创新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

创新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形态不

断地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

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互联网

应用呈现出横向延伸、纵向深入、跨界融合发展的态势,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加快推进“互联网+”

发展,有利于稳增长、保态势,有利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业态,有利于保障改善民生、

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对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社会服务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

的发展生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

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

于经济、社会各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

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总体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332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25/18005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8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8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968540/13580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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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国发〔2015〕40 号文件和《河南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坚持开放共享、融合创新、

变革转型、引领跨越、安全有序,以市场需求和改革创新为导向,

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以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为主攻方向,实施十一大行动和重点专项,强化

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开放合作,着力拓

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做优存量、

做大增量,形成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实现我镇经济转型提供强力支

撑。

在工作推进中,要正确处理以下关系:一是技术与应用的关

系。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坚持重在运用,从成熟技术的应用抓起。

二是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顺应各方面推进“互联网+”行动的需

要,坚持从具备条件的事情做起,逐步推进。三是先进性与经济性

的关系。坚持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行性相统一,把实效体现在扩

大经济规模、提升质量效益、增强综合竞争力上。四是重点与全

面的关系。坚持把事关经济增长的成长点和制约点、改善民生的

突出热点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问题作为优先领域,

率先实施突破,鼓励各企业、各领域、各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

(二)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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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市场为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实施“互联网+”行动和重点专项;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重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夯实网络发

展基础,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形成优势互

补、多元参与、有序竞争的发展格局。

———开放共享,合作共赢。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互联

网+”行动,加快推动信息资源开放与利用,大力引进优势企业开

展合作,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优化全社会

资源配置,使互联网成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形成政

府、企业、社会多方共赢的发展局面。

———融合创新,增强动力。把推进“互联网+”行动作为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举措,加速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

透融合,推动互联网应用从消费性领域向生产性领域拓展,发展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培育融

合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由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长短结合,务求实效。坚持科学引导、分步实施,紧密

结合我镇实际,准确把握发展路子、工作重点、主次顺序,明确切

入点、找准关键点,确保抓得住、行得通、见实效,并根据发展需

要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增加新的行动内容,推动互联网应用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

———协调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积极性

和主动性,寻求省级层面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形成跨部门联合

推进机制,引导各地开展试点示范,推动信息资源跨层级、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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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合力解决“互联网+”行动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形成上下协

调、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三)行动目标

到 2018 年,“互联网+”行动和重点专项实施取得突破性进

展,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对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大幅提升,网络经济

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互联网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

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建成一批智能制造试点、精准农业

示范园区、智慧物流园,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重要的增长点,

互联网对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

社会服务更加便捷普惠。互联网在民生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建成一批智慧民生服务、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平台,打造一批健

康医疗、养老、教育、旅游等线上线下结合的示范点,公众享受

到更加优质、高效、便捷、普惠的服务。

基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固定宽带网络、互联网在农村的覆

盖率不断增加，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网

络访问速率和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无线传感网、行

业云应用和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应用支撑和安

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发展制度环境持续优化。对互联网融合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入,

促进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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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质进展,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加快集聚,开放合作迈

出坚实步伐,政策支撑体系日益完善。

三、行动措施

（一）“互联网+”电子商务行动。发挥我镇区位优势,做大

做强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扩大农村电子商务应用,力争在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互动体验式经济方面取得新突破,推

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发展。

（二）电子商务应用创新发展专项。鼓励耐材、新型建材等

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资源,开展精准营销。发展线上

定制，线下发货，企业直接对准用户，引导企业与互联网积极对

接，鼓励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交电商、粉丝经

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三）智能化物流中心建设专项。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

完善物流配送的调配体系，加快我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物流仓

储行业发展。

（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推动互联网与农业生产、

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加速融合,开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的现代种养及营销模式,

加快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

业等网络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积极开展“线上订购、现场采摘”

等服务，积极推广互联网等技术在农、林等领域的推广应用，鼓

励农业种植户利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交电商、

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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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区，积极推动优秀电商平

台深耕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品、农资批发市场对接电商平台，鼓励创

业农民应用电子商务，扩大就业创业渠道，提高社区居民电商服

务专业化、便利化。

（六）引流相关的人才，开展“互联网+”的培训及特训，

邀请了电商行业名家现场授课，讲授电商营销途径、方法等知识。

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加快“双创”服务体系，培育一

批上规模的“互联网+”示范点，带动我镇双创全面发展。

（七）做好我镇的电子政务，利用我镇建立的《魅力岳村》

公众号，把我镇的最新政策发送给群众，方便群众在网上办理业

务。鼓励相关部门、相关单位利用互联网办公，最大限度的方便

群众。

（八）医疗卫生要积极推动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在线预约诊疗，

候诊提醒等便捷服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

（九）推动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发展“教育平台+数字远程

教育+移动学习终端”的教育模式，利用好党员远程教育等，面

向不同的对象提供不同的开放式在线课程，支持终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