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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首家数字乡村治理服务运营中心
带来了什么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乡
村生活和乡村治理，应该是“土
味”的，以“大喇叭”传信为特
色，以腿来脚去为日常。但是
在高青县高城镇，乡村却因为

“数字”而“潮”了起来。村民想
要获取包村干部的电话，扫扫
二维码；想要反映村里的问题，
扫扫二维码……一张小小的二
维码，不但能让服务端的村民
成了村里的“百事通”，也能让
管理端的服务力量有更智慧的

“大脑”。
高城镇基于自身需求，以

系统思维谋划，建设了淄博市
首家镇级数字乡村治理服务运
营中心——— 智慧高城数字乡村
治理服务运营中心（下称“智慧
高城”），数字装备“全覆盖”，一
网终端“全办结”，是这里的基
本概述。这个智慧“大脑”，让

“数字化”这个概念，在村民生
活中鲜活而具体起来。

一张工单背后的“预制答案”

近日，“智慧高城”后台收
到了一条来自苑兴村的问题

“工单”，村民说自家的房屋20
多年没有修缮过了，眼看着老
房子愈加破旧，所以就有了翻
建房屋的念头，想问问翻建的
时候需要什么手续，对土地有
什么要求等。

问题“工单”随后被“派发”
给了苑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蔡龙龙。而通过之后对
村民的走访了解，蔡龙龙得知
苑兴村还有三四家村民的房子
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房屋老
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大家
都打算开春把房屋翻新一下。
蔡龙龙干脆就将翻建房屋需要
注意的安全问题以及相关规定

等信息，让网格员发布到了村
内的网格群中，这就为有相同
困惑的村民“预制”了问题
答案。

最近，这样的“问题工单”
不止一次被“派发”到了苑兴
村。随着春意渐浓，天气转暖，
苑兴村的门球场逐渐热闹起
来，十来个人的门球队开始在
场上一展身手。这一活动，“球
员”们就发现了问题———

“门球场草皮起皱了，给修
理修理吧！”

问题“工单”通过“云端”到
了后台，然后建议被转至村里，
村里着手修缮草皮。

服务端“提出问题”，管理
端“解决问题”，“智慧高城”让

群众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变得更
加简洁明快，沟通距离更短了。

“‘二维码’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不少村民通过扫码知道了工作
人员的电话，反映问题的还是
挺多的，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
问题是被提得最多的。但是随
着问题一件件被解决，提问越
来越少了，村容村貌村风越来
越好了。”蔡龙龙说。

“‘一码’为数字标准地址
编码，我们以此作为行政村对
应数据单元的信息标识，在全
市率先为镇域全部42个行政村
统一设置新型数字门牌，相比
于传统门牌，新增了数字标准
地址编码、二维码等信息；从实
际应用看，在服务端，群众可以

全面了解属地概况，精准联络
任一村级管理服务力量，从包
村干部、包片民警到农管员一
目了然。”高城镇政府工作人员
程义杰介绍。

除了“一码”，还有“一库”
和“一网”。“一库”为标准地址
云端数据库。高城镇按照“随
用随摸排”汇总模式，动态汇集
了人口、房屋、医疗服务点等8
大类10.6万条次实用工作信
息，让数据汇集更高效、数据应
用更实在、数据分析更科学。

“一网”为治理数据应用网。
镇、村、网格分级分类共享数据
录入、查询权限，形成“一网统
管、多点共享”数据应用模式。

“智慧高城”通过构建“一

码一库一网”数据应用新体系，
重点解决了数据收集渠道少、
共享效率低等问题。同时创新
镇域信息共享模式，融通公安、
民政、人社等部门数据资源，打
造全镇数据资源库，将“人、地、
事、物”数据全部放在一个共享
资源池，实现信息实时更新、线
上线下预约备案等，有效解决
基层治理任务繁、杂、重等问
题，减轻基层负担。并且按照
不同权限向镇村干部开放使
用，使管理服务由基于经验向
基于数据转变，为完善治理模
式和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信
息基础，实现镇域信息资源
共享。

“智慧方案”下的“解题效率”

“以小农水维修为例，由层
层上报联系维修变为一个电话
直接联系，省时高效；在管理
端，网格员等人员可以通过手
机随时将预置模块信息登记回
传数据库，比传统的现场记录、
集中录入模式可提效至少
40%。”高城镇党委副书记韩立
镇说。

在基层治理的数字化上，
要“智慧”运行，就要关注到“小
切口”和“大场景”的问题。关

注到问题的“最小单元”，将工
作细化到最小颗粒度，有利于
问题解决的质效提高。而“智
慧高城”，就是这样的提效
利器。

为了破除乡镇管理和执法
壁垒，中央提出推进行政执法
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
沉。去年3月，高青县开展改革
试点，推进自然资源等4个部门
执法力量下沉基层。高城镇在
运行中发现，执法人员整合、办

公阵地整合易于实现，但建立
高效协调的跨领域联动执法机
制才是重点。

“智慧高城”打造“跨领域
协同执法中心”，以执法监管

“一件事”为切口，将镇办和县
直派驻执法机构5项行政检查
事项统一纳入平台。执法人员
可根据实际需要发起跨部门协
同执法，将人为组织协调多部
门联合执法变成系统派单推
进，执法效率大大提升。在这

个过程中，各部门原有的执法
文书、过程规范没有改变。今
年7月份以来，高城镇累计通过
平台推行协同执法案件38件。

在此基础上，“智慧高城”
还构建了协同执法数据库，实
现“线上执法程序＋执法数字
卷宗＋基准数据专库＋精准联
动机制＋执法数据分析”线上
闭环全流程，做到行政执法案
件100%系统备案全程闭环管
理，案件办理效率有效提高

32%。
2023年10月27日，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
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实
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23年年
底前，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重
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动态更新机
制，在部分重点领域和新兴领
域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
按事项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
管制度。而高城镇的做法已然
走在了全市前列。

“数字码头”下的“问题出口”

“智慧高城”有了问题表达
的入口，也具备了问题解决的
快捷方案，那么这座在乡村治
理“避风港”里伫立的“数字码
头”，是如何成为基层问题的排
解“出口”的？

“智慧高城”建立了“民生
诉求码+民生热线”诉求收集体
系，通过实施24小时“热线+网
格”联动办理机制，按照统一标
准流程，规范受理“12345”热线

和辖区自主推报的民生诉求问
题。自2023年7月初系统上线
投入使用以来，高城镇12345转
接投诉件不满意度从8.8%下降
至2.8%，同比下降68.1%。

在应急管理方面，采用“AI
自主巡控识别摄像头”+IP音柱
相结合的方式对农田连片重点
区域开展火情信息实时监测、
远程喊话告警提示，及时制止
违规焚烧秸秆等行为。今年，

高城镇通过全域监测和重点部
位巡控，及时发现并整治焚烧
秸秆行为23起。

智慧防汛模块则对10处排
洪沟渠交汇点地表径流进行24
小时监测、依托井盖加装物联
网传感器方式对5处雨水管网
交汇点地下水位进行24小时监
测，及时掌握汛情动态并通过
工作群发布信息预警。

数字化技术转化为基层生

产效率，充分激活基层治理的
“神经末梢”，真正做到让数据
多路，群众少跑腿，不仅能够立
解群众之忧温暖民心，更能成
为乡村“智”治的有力支撑，推
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下一步，高城镇将聚焦数
字赋能抓落实，加速实施智慧
高城数字乡村治理服务运营中
心二期建设，融通互联省市大
数据应用体系，融合新增“积分

+”、重点群体数字化照护系统
模块，创新打造数字乡村治理
基准通用体系样板，配套推进
文体服务升级等九个民生实施
项目，奋力实现乡村治理服务
优化升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张雨桐 段
淇耀

智慧高城数字乡村治理服务运营中心 视频截图 后台工作人员登记村民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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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上传需要反映的
问题。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