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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范雪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

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

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 19 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

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对基层治理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以大数据、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持续赋能基层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和便民服务智慧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机遇新思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 年戴圩街道聚焦全域覆盖、精准联动、扁平高效，创新打造“‘圩’您办”社会“智”理新体系，开发

运用“‘圩’您办”智慧化 APP，更加精准地统筹基层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切实优化力量配

备，整合资源，及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年来，街道社会治理持续向好、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

提升，为开发区蓬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城乡结合部特点的基层治理创新之路。

数据“全覆盖”，村貌民情“一端尽览”

数字化可以促进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手段，基层政府获取信息的数量明显增加，从居民上传到基层

管理者的信息传递链条大大缩短，提升了基层政府对信息的感知能力，可以第一时间精准识别出需要处置的问题，发挥自动预

警功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有助于基层政府的科学决策，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和研判，可以推动决策趋向于科学

化。此外，数字化治理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实现跨系统、跨领域、跨层级的沟通和协调，迅速掌握和调度全方位资源。

数据基础是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基根本。“‘圩’您办”智慧化 APP 突出系统化、精准化，打造立体式、动态式

全要素数据库，做到全域覆盖、全时可用。

以街道 25 个村（社区）68 个自然村每户家庭人员组成、特殊类型、联系方式、房屋类别等基本情况为基础数据，以网格员

（村组干部）走访线上填报、群众诉求事项申办等最新情况为实时数据，形成村貌民情大数据的“一本细账”，让 APP 成为可

移动的大数据中心。

按照辖区管理权限，街道负责人、村（社区）书记、网格员可以在 APP 端口随时查看相关数据，分析辖区总体情况，做到

看户知人、看房知情，做到村貌民情摸得着、把得准，实现“一屏”动态观全域，让基层治理抓得实、抓得准。

工作“全身心”，走访服务“一沉到底”

数字化治理工具是基层治理的“强力推手”，但不可能替代党员干部的下沉服务。“‘圩’您办”社会“智”理新体系充

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村组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始终推动街村干部心在一线、身在一线、干在一线，时刻在

群众身边做好服务。

从“被动办”到“主动干”。“‘圩’您办”APP 通过实时情况上传汇总、实时视频交流、即时办理跟踪等功能模块，形成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pLOALknL0aSvnquknzUm_0M78wvyhJsN9SUgLAA11RKsEb6PzJmkzD_Gna9qI8QTuWMEkWnRtZt21UaJ5pJUw-gyOkccNRQXAvlH2z_qcQ=&uniplatform=NZKPT


2

电子围栏，全过程跟记、全流程可视，“倒逼”街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走进群众心坎，逐步强化“被需要”感，形成行动自

觉，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型。

从“两头跑”到“两不误”。“‘圩’您办”APP 通过视频会议、数据整合等功能，兼顾电子政务，可以让网格员在有工作

安排时，不用跑回单位，而是直接在手机上处理，做到办公、走访两不误，时时在最靠近群众的地方做好最需要的服务。

从“单一管”到“微治理”。街村干部扎实做好民意搜集、政策宣讲、隐患排查、矛盾化解、代办服务等工作，推动网格

内问题矛盾“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推动诉求在一线解决、服务在一线送达，做到“小事不出网、大事不出村、难事不

出街，矛盾不上交”。2022 年，累计搜集解决连渊村、安贤村、五杨社区等村（社区）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内积水点改造、道路

修建等突出问题 36 件，29 件信访积案得到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同比下降 42.5%。

业务“全天候”，接听化解“一码通办”

在实践中，我们注重把数字化思维和基层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数字化工具，拓宽服务范围、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

效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高效有序的公众服务。在扎实做好面对面走访服务群众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村小组为基础单位，按照每个网格约 50—110 户、150—330 人，将 25 个村（社区）细分为 209 个微网格，推动街道干部

常态化走访网格，每周至少到包挂村（社区）走访 3次；136 名村两委、172 名村组长每天走访 10 户、每月走访 1000 人，做到

走访服务广覆盖、高频率。

与微网格相对应，设立 209 个网格二维码，逐村（社区）逐户张贴宣传，网格内群众可随手扫描、随时反映。一格一码、

一码多用，家事村事街道事，事事都能上报；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能反映。网格员通过 APP 第一时间接到反映信息后，即

时和居民连线联动。现场可以解决的，第一时间解决到位；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村（社区）党组织，按照程序跟踪帮办代办、

限时办结，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推进为民服务无时不通、问题化解无处不在，推动党群干群心相通、手相连，水乳

交融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截止目前，“‘圩’您办”APP 共收集各类群众诉求 936 件，全部及时办结，“有事您扫码、全心圩

您办”已成为戴圩群众广泛共识。

问题“全闭环”，问效督查“一键直达”

数字化治理可以重构行政服务流程，推动行政服务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换。我们注重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

意，强化结果导向，突出务实落实，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线上线下学着办。强化党建引领，创设“圩”实讲堂，设置“专家讲座”“书记讲课”等板块，通过“书记讲给书记听、

书记带着书记干”、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打通线上线下、贯通理论实践，在比学赶超中持续增强街村干部“‘圩’您办”

责任担当、提升服务群众“全科”本领，激发街村干部激情满满、热情腾腾地为群众多办事、办成事，推动“‘圩’您办”工

作做实做细做出彩。

随时随地跟踪办。APP 网格统计、位置查询等模块成为镇村领导的“千里眼、顺风耳”，能够随时查看每一网格实时情况，

对网格员巡访轨迹、上报记录等实现动态监管，切实杜绝走访服务“一阵风”。

从严从实推动办。结合走访情况、事项申办情况、群众测评意见等，建立“一天一提醒、一周一通报、一月一点评”工作

机制，将无故延期受理、拖延不办、敷衍应付等情形及时预警，对不作为、慢作为等街村干部提出通报，真正以“严监督”推

动“快落实”，确保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不断提升数字治理 APP 的治理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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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邳州市戴圩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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