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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 制定标准的目的 

通过对成都市川西林盘的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资料收

集和实地调研，分析数字林盘（村庄）建设现状，以及服务

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现实需求，总结优秀案例的经验，形

成成都市地方标准《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规范》，

为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数字林盘（村庄）服务和管理的相关单

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参考。 

（二） 制定标准的意义 

川西林盘是川西地区传统的农村居住环境形态，是川蜀

农耕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数字林盘的建设也是乡村振

兴和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推进川西林盘的数字化建

设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需

要，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川西林盘的自然资源和传承文化遗

产。通过建立以数字林盘为核心的标准体系、推进数字林盘

标准化建设，能够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为保护、治理和利

用好川西林盘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从而提高川西林盘

的数字化水平。 

（三） 制定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建立健全农业农村标准体系建设是我国政策支持的重

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服务业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和农

业深度融合和数字化转型也是我国农业农村建设的重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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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当前缺乏数字林盘标准体系建设，与数字林盘领域

相关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数字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

体系、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等标准体系也不健全

不完善。目前，川西林盘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标准化生产能

力普遍偏弱，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也较低，不

能完全匹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

求。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满足多样化的生产服务需要

是当前数字林盘标准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二、任务来源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

划（2020-2025）》、《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并前

瞻性地将农业农村标准化建设作为引领性内容进行了重点

部署。为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及标

准化步伐，推动成都市现代农业快速发展，2021年，成都市

发改委、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编制了《成都市“十四五”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数字农业农村标

准体系，推动基础通用、数据资源、应用支撑、信息安全等

国家、地方行业标准的实施，将标准建设要求融入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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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建设的各个领域。 

川西林盘是在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区农家院落和周边自

然环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农村居住环境形态，是天府农耕文

明发展的产物，是承载蜀文化的一种载体。近年来，川西林

盘融合农商文旅体产业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在保护好

林盘、用好水生态、林盘整治提升、旅游休闲功能不断完善

和改进方面卓有成效。在保护原有林盘风貌、林盘资源的基

础上，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林盘数字化，有利于

促进川西林盘经济、文化和绿色价值转化。 

成都市正在全力以赴推进智慧蓉城建设，2022 年发布

《成都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以智慧

蓉城建设为牵引，以建设智慧蓉城运行中枢为抓手，全面夯

实数字基础设施，聚焦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领域”。

同时，成都市也在践行建设公园城市，发布了《成都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数字林盘不仅

是作为智慧蓉城“城市一张图”（成都市城市信息模型（CIM）

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为建设公园城市，结合

本地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宜居宜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

经验。在大数据时代下运用信息化技术对川西林盘进行记

录，形成对川西林盘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总结建设

经验，便于复制推广。开展川西林盘建设也需要通过数字治

理实现服务与管理的可视化、高效化、科学化，才能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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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和管理单位服务。 

成都市针对川西林盘发布了《成都市川西林盘保护利用

建设技术导则（导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成

都市镇（乡）及村庄规划技术导则》。但二者仅从建筑的空

间布局、风貌、结构和细部进行规定引导，要求应根据自然

地形和林盘自然环境，因地制宜进行布局，形成丰富多变的

空间布局形式，尚未对数字化建设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为此，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启动了研制《数字林盘

（村庄）服务与管理规范》任务，在保护原有林盘风貌、林

盘资源的基础上，以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为政策指导，结合

新时期林盘保护开发功能特征，逐步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林盘数字化，以促进川西林盘经济、文化和绿色价

值转化。2022 年 4 月 29 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关

于下达 2022 年度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成

市监办〔2022〕197 号），项目编号为第 7 号。 

三、工作简况 

（一） 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起草组 

一是成立标准起草组。2021 年 11 月，成立由成都市农

业农村局、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等成员组成的标准起草组，

对标准起草工作安排进行总体部署，确定工作方案和标准编

制思路，就开展标准研制相关事宜达成共识。二是广泛征集

标准起草单位。为保证标准研制内容的科学性，标准起草工

作组在“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内征集标准参与起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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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征集到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

农业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与

数字农业研究所、年华数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航天宏图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的专家参与标准编制，并

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交流群。 

2. 资料收集与调研 

通过网络资料收集以及实地现场调研的方式，标准起草

组于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开展了多轮调研。（1）通过

网络方式搜集和分析了国内数字农业类似标准的制定情况

和相关要求，收集到了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2）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崇州大划街道办事处、崇

州戚家湾、崇州道明竹艺村、大邑稻乡渔歌现代农业产业园

开展了调研。通过以上调研，整体上了解了数字林盘（村庄）

建设与标准化建设的情况和实际需求，并收集了标准研制所

需的素材。 

3. 标准拟稿及研讨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0 月，标准起草组经过研讨、交

流等方式依次开展了标准框架稿、初稿、征求意见稿的编写。 

（1）为了有效推进标准研制进程，标准起草组在前期

调研收集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查阅类

似标准情况，于 2022 年 4 月底起草了标准框架稿。（2）2022

年 5 月 6 日组织参编单位召开了第一次组内研讨会议，讨论

标准框架稿内容，并分配了标准编制任务。在收集到各参编

单位初稿进行汇总和修改完善后，5 月 12 日形成标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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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 6 月 16 日，标准起草组与标准专家一起开展了

意见征求会，对 5 月形成的标准初稿进行逐条讨论，做出了

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来编制标准条款的重要决定。会后根据修

改意见修改完善稿件，于 2022 年 7 月底形成了标准初稿修

改稿，并于 2022年 8 月 10日开展线上研讨会，对修改稿的

条款内容和系统架构再次进行讨论，会后根据修改意见不断

完善内容，于 9月初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 标准征求意见 

2022 年 9 月-10 月，以发征求意见函、挂网征求意见、

召开征求意见会的形式，发函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市市场监

管局、市气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住建

局等 27 个横向部门）、15 个区（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成都

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各成员单位、成都市智慧城市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各委员单位意见 4 次；标准挂网征求意见 1 次；组

织召开专家征求意见会 1 次。 

（1）发函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区（市）县农业农村部

门、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成员单位、成都市智慧城市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意见 4 次。 

一是 2022 年 9 月 21 日，标准起草组向 15 个区（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征求了意见，截止 9 月 30 日，未收集到反

馈意见。二是 2022 年 10 月 26 日，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数

字农业农村联盟各成员单位发函征求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1 月 3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三是 2022 年 10 月 28 日，

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智慧蓉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

发函征求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1 月 4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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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四是 2022 年 11 月 1 日，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相关职能

部门（包括市市场监管局、市气象局、市人社局、市民政局、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博览局、市统计局、市住建局、市

网络理政办、人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市经信局、市金融监管

局、市应急局、市卫健委、市国资委、市水务局、市发改委、

市公安局、市公园城市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人防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文广旅局、市农林科学院、成都调查队、

成都农职学院等），截止 11 月 8 日，收到反馈意见 4 条，已

采纳。 

（2）挂网征求意见。2022 年 9 月 23 日，标准起草工作

组将征求意见稿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会公开征求

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0 月 25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 

（3）召开征求意见会。2022 年 10 月 24 日，标准起草

组在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会。邀请

了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市标准化协会、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都

市农业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

信息化、标准化、农业领域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专家提出意见 32 条，采纳 24 条，部分采纳 4 条，未采

纳 4 条。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及各相关方意见对标准

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评审稿。 

5. 标准审查 

2023 年 3 月 7 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市场监管

局 3 楼 323 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标准技术审查会。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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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信息中心、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成都市标准

化协会、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石油

大学、四川大学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的共 7 名专家组

成了专家组，审阅了相关材料，对地方标准逐章、逐条进行

审查，认为标准技术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

求，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意标准通过审查。

会上专家提出意见 28 条。评审会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专家

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逐条检查，采纳 27 条，未

采纳 1 条，并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6. 标准报批 

2023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了报批申请，提交了标准报批资料。 

（二）主要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1.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成都大学、年

华数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四川朗基瑞兴振兴乡村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农业宣传中心。 

2.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煜、李根、朱文杰、钟文挺、犹

明波、王婵、刘莎、曹迎、马伟、张丽丽、彭朝晖、李丹、

程付超、郭升东、姜晓星、王俊懿、王涛、李茂春、陈娜娜、

左汪敬、刘薇、胡爽、白玲玉。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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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何煜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助理农艺

师 
15756290987 

负责标准编写过程

统筹、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项目推进和标

准内容确定。 

2  李根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农艺师 18382910838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和标准内

容确定。 

3  朱文杰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农艺师 15882401311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和标准内

容确定。 

4  钟文挺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高级农艺

师 
1588443431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和标准内

容确定。 

5  犹明波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高级农艺

师 
18708109208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和标准内

容确定。 

6  王婵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369342307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标准1-7

章和附录内容编写。 

7  刘莎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 15908139375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标准1-7

章和附录内容编写。 

8  曹迎 四川农业大学 教授 13980493598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4-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9  马伟 
中国农业科学院 

都市农业研究所 
研究员 13521210452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4-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10  张丽丽 四川农业大学 副教授 18280215370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4-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11  彭朝晖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正高级农

艺师 
13678030780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5-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12  李丹 成都大学 讲师 18215536512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5-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13  程付超 成都大学 讲师 13880769416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5-7章和附录内

容编写。 

14  郭升东 
年华数据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大数据产

品部经理 
1360822358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标准5-7章和附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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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编写。 

15  姜晓星 

四川朗基瑞兴振兴乡

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副总裁 18482029918 
参与标准5-7章和附

录内容编写。 

16  王俊懿 

四川朗基瑞兴振兴乡

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总经理 18500215015 
参与标准5-7章和附

录内容编写。 

17  王涛 

四川朗基瑞兴振兴乡

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运营总经

理 
13501935081 

参与标准5-7章和附

录内容编写。 

18  李茂春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主任 13688169693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项目推进、1-7章和附

录内容编写。 

19  陈娜娜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8224463585 
参与标准5-7章内容

编写。 

20  左汪敬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8781971217 
参与标准5-7章内容

编写。 

21  刘薇 四川省农业宣传中心 
高级农艺

师 
18782162227 

参与标准5-7章内容

编写。 

22  胡爽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副处长 18030680414 

负责标准编写过程

统筹、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和标准内容的

确定。 

23  白玲玉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9983531307 
参与标准5-7章内容

编写。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确保《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规范）》

具有较高的质量，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1. 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

性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四川省标准化监

督管理条例》和《成都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2. 符合成都市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的现状和趋势，与业

务现状与需求紧密结合。 

3. 标准编写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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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包括： 

1. GB/T 15629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

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2. GB/T 18233.1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通用布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3.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 

4. GB/T 39058—2020 农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质量管

理规范； 

5. GB/T 39664—2020 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管

理规范； 

6. GB/T 41187 农业物联网应用服务； 

7. JR/T 0157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支付服务点技术规

范。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关于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林盘（村庄）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总体要求、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适用于成都市行政

区域内数字林盘（村庄）服务和管理的相关单位。 

（二）关于标准内容框架 

本文件共有 7 个主要章节，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数字林盘（村庄）分类、总体要求、数字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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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应用场景；1 个附录，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

系统架构。 

（三）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术语“数字林盘（村庄）”进行了定义，参考了

《成都市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利用规划（2018-2035）》和与川

西林盘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术语“一张图”进行了定义，参

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建好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系》、《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试行）》等文件。 

（四）关于数字林盘（村庄）的分类 

本章将数字林盘（村庄）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分类，以及

按照业务类型进行了应用场景的分类。一是以国务院《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对乡村的分类为参考，

以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利用

规划（2018-2035）》中对林盘的分类为基础，将数字林盘（村

庄）按功能定位分为四种类型： 

——农业生产型。该类型具备为传统产业功能的林盘，

以田园耕种农业生产为主，也包括家禽和水产养殖，应保护

好林盘的水系稻田林地生态格局、地势道路沟渠风貌和传统

川西民居型建筑，满足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乡村旅游型。该类型以围绕农业园区、农旅文化景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等原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及农家

乐餐饮服务为主，保护好数字林盘周边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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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绿道、文化长廊，既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又为

城市人群提供不同生活体验方式的乡村旅游场所。 

——生态景观型。该类型以维护良好生态环境，保持、

延续林盘生态、美学价值为主，也包括主粮种植、蔬菜栽培、

水果生产，应不以居住为目的，利用生态林地进行恰当的自

然景观构造和农业功能设施改造，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亦可

为人们休闲度假提供一定场所。 

——特色产业型。该类型以保护宜居生态、山水田园景

观等特色资源为主，也包括本土特色文化、特色经济形态，

应以改造和提升传统特色产业为主，植入休闲、观光、商务、

会议、博览、庙假、双创、社团组织等现代复合功能业态。

拓展林盘经济，发展花卉苗木、经济林果、生态畜禽养殖和

文化产业等生态型、商务型、文创型的现代复合功能业态。 

二是参照《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成都市智慧社区

建设导则》和《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2022-2025》，结合成都市

川西林盘（村庄）的实际，对数字林盘（村庄）按照其业务

类型进行了数字化服务和管理应用场景的分类，并针对不同

应用场景提出了不同的规范要求。应用场景分类包括但不限

于： 

——农业活动。该场景具备为林盘（村庄）居民和经营

主体的农业活动提供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的功能，如农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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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市场监测、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  

——电商物流。该场景具备为林盘（村庄）居民和经营

主体提供通过电子化、网络化方式完成产品销售、购买和配

送的功能，如电商和物流。  

——乡村旅游。该场景具备为林盘（村庄）景区的游客

提供游前、游中、游后便捷、舒适的游玩体验的功能，如景

区设施和运营服务。  

——生态保护。该场景具备对林盘（村庄）自然生态环

境的监测和分析功能。  

——人居环境。该场景具备对林盘（村庄）适合人类生

存环境的监测监管功能。  

——乡村治理。该场景具备为林盘（村庄）治理提供服

务与管理的功能，如党建管理、电子政务、村务管理、社会

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等。  

——公共服务。该场景具备为林盘（村庄）提供公共服

务的功能，如教育科研、医疗养老和乡村文化等。 

（五）关于复合型数字林盘（村庄）服务和管理的建议 

各类型林盘（村庄）的数字化服务和管理要求可以因地

制宜采用不同的应用场景形成复合型数字林盘（村庄）。复

合型数字林盘（村庄）推荐表参见表 2。 

表 2 复合型数字林盘（村庄）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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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农业生产型 乡村旅游型 生态景观型 特色产业型 

1. 农业活动 √ ○ ○  √ 

2. 电商物流 √ √ ○ √ 

3. 乡村旅游 ○ √ √ √ 

4. 生态保护 √ √ √ √ 

5. 人居环境 √ √ ○ ○ 

6. 乡村治理 √ √ ○ ○ 

7. 公共服务 √ √ ○ √ 

注：√为推荐项；○为可选项 

（六）关于系统架构的说明 

根据目前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的建设情况和数字林盘

（村庄）服务和管理的业务需求，基于数字农业农村大数据

平台技术架构，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系统架构由基

础设施层、数据层、支撑层、应用层、展示层、标准规范体

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组成，各类型数字林盘（村庄）宜结合实

际搭建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系统架构。系统架构图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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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架构图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征求意见过程和审查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征求意见过程中，专家提出 32 条，采纳 24 条，部分采

纳 4 条，未采纳 4 条。未采纳意见 1“不同政府部门对川西

林盘的关注点和发展方向不同，建议将本题目扩展到数字乡

村，考虑《数字乡村服务与管理规范》”，未采纳理由为“本

标准规范的对象是川西林盘，而林盘的概念/体量并不能等同

于乡村”；未采纳意见 2“考虑名称调整，可以将村庄一词改

为村落”,未采纳理由为“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成都市十四五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文件用语，均用的村庄一词”；未

采纳意见 3“建议标题改为《数字林盘（村庄）建设技术要

求/建设要求》”，未采纳理由为“本标准主要突出‘农业农村’,

以及着重于指导林盘在数字化服务和管理方面，而非着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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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其建设”；未采纳意见 4“术语定义中将定义扩展，增加

‘是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的一种载体’一句”,未采纳

理由为“此处是对‘数字林盘（村庄）’进行定义，而非对

‘林盘’进行定义”。 

审查过程中，专家提出 28 条意见，采纳 27 条，未采纳

1 条。未采纳意见为“引用国家标准 GB/T 15629 没有列出具

体哪个部分”，未采纳理由为“未列出来的说明是全部采用”。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组织构架，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

标准相关的国际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中所涉及到参考引用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与

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保持

一致。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一经发布，及时对成都市数字林盘（村庄）建设

的市县相关部门机构、相关企业和经营主体进行宣贯培训，

使本标准能有效贯彻实施。 

（二）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标准起草组应组织成立标准宣贯实施工作

组，建立标准宣贯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分工，形成宣贯实施计划，开展标准宣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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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措施 

一是提供完善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包含培训内容、培

训课时、场地、培训日期等。二是积极依托行业相关行政部

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开展标准的应用情况的技术

分享。三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宣贯实施培

训活动。 

（四）过渡期 

建议本标准过渡期为 0个月。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能够在保护原有川西林盘风貌和自然资

源的基础上，有效推动川西林盘的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和数

字化转型。 

 

《数字林盘（村庄）服务与管理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