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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重彩绘发展·巴渝乡村谱新篇“ ”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不仅让基层
服务居民更有温度，也让乡村治理更高
效。如今在渝北，大数据智能化进村，促
进精细化管理，正在逐步改变以往“一张
嘴、一支笔、两条腿”，挨家挨户上门沟
通，覆盖率、及时性都不太理想的问题。

“依托乡村治理智慧化平台，村干部
点点手机和电脑可以随时掌控全村情
况，真是太方便了。”大盛镇青龙村党总
支书记黄志说起乡村治理数字化频频点
赞。

同样感受到变化的还有村民杨三
全。“前几天，我在村里的路上发现有部
分建筑垃圾堆放，影响周围环境和道路
出行，就通过APP上报至区里的乡村
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网，没想到当天就收
到了处置反馈。”他自豪地说，自从有了

“信息网”，基层治理更精细、更智慧，
人人都是乡村建设的参与者。

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更多看不见
的数据在全区各部门、镇街间悄然涌动，
推动着诉求一“点”就通。

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渝北区整合农村天、地、
人“三网”，利用互联网集成数据，高标准
建成乡村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网。通过网
格员数据采集、系统数据库对接等方式，
全面采集农村地区人口、房屋、特殊人
群、基层组织等数据并深度融合，建成乡
村综治基础“数据池”。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累计采集录入
11个镇人、房等基础数据66万余条，联

通信访、司法、教育、民政等46个行业部
门和领域，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联通”
的全流程事件处置网络，实现信息实时
互通、事件闭环处置。

同时，依托视联网系统，渝北区还搭
建起覆盖28个区级部门、22个镇街、353
个村居的全时空在线调度指挥的善治指
挥链，借助网格员APP等集成终端，搭建
起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多元配合、一体
处置的可视化立体化指挥体系，为开展
乡村社会治理和服务管理提供全面、及
时、精准的信息系统集成支撑。

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流通，以数据
支撑，这里为乡村治理装上“智慧大脑”，
让“智治”力量在乡村治理中不断释放。

赋能乡村智治 抓好乡村善治

渝北“三化”模式推动乡村治理加“数”跑

通过乡村网格化治理，为
农民群众提供了多元化、精细
化、个性化的服务，实现了对
农村地区“人、事、物、地、组
织”等要素的全面掌握，已累
计开展走访入户39.3万次，
宣传各类政策2.95万余次，
采集各类基础信息66万余
条，在网格内解决处理各类问
题24.3万余个。

通过“智慧天眼”工程，
近3年农村地区破获各类传
统刑事案件 1105件，占比
高达81.8%，同时110警情、
治 安 警 情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2.5%、15.8%，农村扒窃、
盗窃车内物品刑事警情同比
分别下降54.3%、35.1%。

“村村享”和“钉钉乡村”
推行以来，已累计成功调解
群众矛盾纠纷 1380余次，
处理群众信访事件 670余
件，就近就地解决群众难题
2892件。目前“乡村钉钉”
治理平台已实现全区 13个
涉农镇街、173个行政村全
覆盖，使用常住农户达9.49
万户10.32万人。

一个镜头，守护一方平安，让治理包罗天地、乱象无处躲藏；一个平台，汇聚所有信息，村中大事小事尽在掌握；一部手机，完成所有公共服务全流程办理……随着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渝北广大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展现出一幅幅乡村智治新图景。

数字化赋能，为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科技支撑，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路径。

近年来，渝北区把推动“乡村智治”作为健全党组织领导“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积极抢抓大数据智能化历史机遇，依托仙桃国际大数据谷集成创新人

才、智能技术、智能产业等优势，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智能化应用，积极探索基层数字化治理新模式赋能乡村治理，有效破解了

乡村基层治理管理难、办事难、互动难等薄弱环节。

如今的渝北，美丽乡村和活力数字深度交融，一场火热的实践已然开启。

从“靠腿跑”到“线上忙”
多元模式+小微平台，
实时化服务群众零距离

“乡村治理数字化，跟我有什么关系？”木耳镇金刚村
村民戴生友以前总有这样的疑问。直到前段时间，他因为
扩展自己的产业基地需要相关资料找到村里，村干部在乡
村数字治理信息系统上迅速调取相关数据，精准告诉其村
里产业发展定位、支持政策、市场前景时，他才真切感受到
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聪明”。

通过多方考虑，戴生友决定在流转80亩土地的基础
上，扩展小龙虾养殖基地，开辟乡村旅游体验业务。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为了谁？渝北用具体实践作答：
以数字化赋能，让更多农村居民在社会治理中找到获得
感。

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聚焦破解农村
地域广、人口多、管理压力大，以及存在的“找人难”“信息
传递难”“农民办事难”等问题，渝北区探索乡村数字治理

“多元模式”和“小微平台”，让乡村智慧治理更接“地气”、
服务群众更加暖心。

通过建设“村村享”智慧治理平台，渝北区整合基层党
建、扶贫、产业、乡村旅游、村民信息等数据，建立“村村享”
综合服务体系，解决了群众办事门难找、跑路远、环节多、
手续繁等突出问题，让村民办事从“最多跑一次”到“跑也
不出村”，打通了服务群众办事、就业创业、生产生活等“最
后一公里”；通过推广“钉钉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整合便民
服务、党务服务、政务服务、公益服务、电商服务、劳务服
务、乡村教育服务等资源，实现让“数据多跑路，服务零距
离”。

同时，推行“积分制”治理模式，将农村环境整治、清洁
维护、绿化管护、道路养护等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在线“随
手拍”曝光环境“脏乱差”、矛盾隐患等问题，通过“红黑榜”
在线监督，让群众共建共参与。

……
创新基层治理服务路径，数字赋能下，渝北走出了一

条符合时代特征、满足人民期盼、体现渝北特色的基层治
理新路，“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在这里的乡村
治理领域正加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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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暖阳，家住牛皇村礼朝屋基的唐
仁碧老人坐在自家屋前养神，路旁向外凸
出的摄像头分外显眼。“这是村里免费给
我们装的，管用！”说起这个摄像头，唐仁
碧脸上不禁绽开笑容，“有了这个摄像头
帮我‘看家’，东西放在外面不担心；夜里
摄像头上还有灯照明，走夜路也不怕摔。”

唐仁碧是渝北兴隆镇乡村治理数
字化的受益者。如今，该镇已实现了数
字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在全镇范围
内全面推广数字乡村管理体系，各村的

房前屋后、临街商店、十字路口等区域
布局281个摄像头，形成了乡村“小天
网”。只需要打开数字乡村管理系统，
就能通过安装到位的摄像头，查看各区
域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情况。

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需要每一
个“毛细血管”的严格落实。推进乡村治
理数字化，渝北从织密织牢一张保障网
出发。

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渝北区把构筑乡村智治“地

网”“人网”“天网”作为乡村智治的基础
性工程，加强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已形
成乡村治理的“天罗地网”，让治理包罗
天地、乱象无处躲藏。

在科学划分“地网”方面，以自然村
落、村民小组或一定数量住户（一般按
200—300户）为标准，渝北区将农村地区
划分为635个网格，全面构建覆盖城乡、
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服
务治理网格体系；在配齐建强“人网”方
面，持续加大农村网格工作经费投入保障

力度，近3年投入资金7000余万元，配备
网格员609名，各条块下沉人员200余
人，开展各类专业培训1000余场次；在补
强扎牢“圈群网”方面，则组建了三级微信
群1501个，覆盖人群15万余户。

除此之外，渝北区还以深入实施“智
慧天眼”工程为载体，织密治理的“天
网”。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乡村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 1.33 万个、多媒体显示屏
1500余块，实现了农村地区全覆盖布
控、无盲区监控、全天候信息传输。

村在网中、户在格中、人在其中，通
过三网合一，这里形成了一张严密高效、
富有张力的乡村治理网，群众安全感不
断上升的同时，乡村治理的基础也在不
断优化。

从“一网管”到“一网通”
三网构筑+融合互促，在线化织密织牢一张网

从“一元管”到“多元治”
信息互通+一体指挥，精准化筑强治理主阵地

统景镇田牧沟

木耳镇金刚村 机收稻谷

大盛镇青龙村无人果园管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