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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祯祥社区还通过“书记信箱”“居

民说事”两个线上板块及时收集居民

需求，让居民实现村事动态“一掌可控、

一机浏览”。而社区工作人员则可以

通过手机及时处理居民诉求，真正实

现让群众少“跑腿”。

随着线上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到

祯祥社区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现

场办事的群众逐渐变少。王统一语道

破：“数字化治理转型，不仅体现在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更要体现在理

念的转变上，突出村级组织的数字治

理作用，满足群众的需求，这样才能

真正提升‘智’理效能。”

    

村民自治  激发“智”理活力
    

“关于祯祥二组大树滩路段道路硬

化的事项，大家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在“网上议事会”上，祯祥社区党委副

书记耿成楚向大家征集意见。

谋划村庄发展，让村民共同决策，

祯祥社区制定出一套“网上议事会”

管理制度。社区党委征集村民意见，

把群众关注度高、意见集中的事项明

确为议事主题。

网上议事前，社区干部会向居民

发出议事通知，每一位关注村庄微信

公众号的居民都能收到会议提醒通知。

在议事会上，居民可以通过语音或文

字发表意见和建议，他人可以点赞、

回复。会议主持人还可以发起投票评

选或问卷调查。网上议事后，社区党

委将工作办理过程和结果，通过线上

的村务公开栏发布。

“如今，就连在外务工的居民也

能参与到社区的各项工作中，居民还

可在线上对村干部进行评议，对社区

的各项事务进行监督，群众的观念从

‘不关我事’转变为‘我来管事’。”

王统说。

在居民共治的模式下，祯祥社区

过去的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过去的

污水沟变成清澈的水渠，社区还修建

了一个小公园。王统自豪地告诉记者：

“村庄的这些变化，都是党组织带领

党员和群众一起努力的结果。”

    

多方合力  优化“智”理环境
    

如今的祯祥社区，八成群众加入

到社区“腾讯为村”线上平台。然而，

即便数字化治理的模式已经初步走通，

但仍面临一些困难。

一方面，少数居民的智慧乡村建设

意识薄弱，科学利用信息能力差，对信

息技术和网络知识的学习能力受限。另

一方面，一些村民大局观念淡薄，对于

发现的问题不会及时反馈，线上居民说

事不活跃，存在“看戏”心态。在王统

看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居民的系统培

训，创新吸引居民参与的模式，调动他

们议事的积极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数字化治

理乡村过程中，大多数村庄仅能依托

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支撑，而在本村

却缺少相应的数字技术人才。一些乡

村缺乏对群众需求的调查以及平台后

期运维机制的建设，使得平台的功能

不健全，后期运维跟不上。并且，大

多数乡镇和村庄合作平台方各不相同，

数据共享难度大。

王统表示，乡村治理的主体不仅

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和

村（居）民，还需要上级部门的支持

和统筹，以及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这样才能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多元共

建共享机制。此外，还要鼓励更多乡贤、

退休干部、大学生等群体返村发展乡

村产业，助力乡村“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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