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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以“一村一品”为导向，为各个村购置适应该村自

然、地理、生态、气候环境的数字化应用设备。

（二）提高农村干部群众对数字治理的认知

第 一 ， 村 干 部 带 头 树 立 数 字 意 识 。 强 化 数 字 治 理 理

念，培养他们用数据开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突破原

有的依靠经验和主观判断形成的思维模式。通过数据的挖

掘，找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高他们运用现代化设备管

理村庄的能力”。[3]

第二，重视村民信息化素养的培养、教育和宣传。要

从数字素养的根本源头上，帮助“整体智治”实现管理端

和受众端的数据互联互动，不断提升乡村全民数字化素养

的培育力度。但数字观念和素养培育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

工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开展。因此，要开展网络教育，帮

助他们根据自身工作和生活需要，足不出户地能够通过互

联网，进行村庄事务相关事项的咨询、上传和交流反馈。

在传授数字化技能的同时不断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双重

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一方面通过带领他们参观一些

数字体验馆和村域“整体智治”示范村，让村民亲身感受

数字化能够给村庄治理和乡村生活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另

一方面是要提高村民利用数字化手段参政议政的意识与意

愿，畅通村民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议事渠道，不断提升农民

村域“整体智治”实践参与水平和参与积极性。

（三）建设高素质农村信息化人才队伍

村域“整体智治”的建设需要大数据人才的支撑。

首 先 ， “ 筑 巢 引 凤 ” 需 要 当 地 政 府 出 台 乡 村 数 字 化

人才培育和引进相关激励政策。给予在乡村地区开展数字

软件开发、数字化硬件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人才以购

房、税收优惠。让更多的优秀数字化人才看到村域“整体

智治”的广阔前景，愿意在乡村开展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

环境的打造和耕耘。

其次，在数字赋能大背景下，重视和推动乡村干部数

字化治理素养培养。要增加财政投入力度，注重对于村干

部数字素养培养。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开设相关技能

培训班，提升领导干部数字化管理和分析研判能力。聚焦

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实际操作能力的加强，推动数字管理运

用能力的提升。

再次，要不断提升乡村信息化人才的培育力度。因地

制宜，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场地，以社区志愿者等为主力

军，为当地群众在周末及节假日进行相关的数字化生活化

技能和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授，对夯实农村数字化人才成长

土壤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提高村民对于数字化设备的利

用能力和反馈能力。同时开展网络教育，帮助他们根据自

身工作和生活需要，足不出户地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村

庄事务相关事项的咨询、上传和交流反馈。树立数字化治

村榜样，培养一批复合型基层信息化人才。

（四）优化数字技术支持村域“整体智治”顶层设计

一是加强数据管理。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健全该领域

的政策和法律配套，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的前提下，设定

涉农、治安等数据下放和流通的标准、权限、范围和使用

规范。政府在与外部组织进行合作的同时，要加大风险防

控，为数字化手段真正安全、有效、快捷地开展使用保驾

护航。

二是提升数据流通。要通过政策驱动帮助各部门、各

地区理清数据流通管理职能，颁布鼓励和保障基于正常合

理合规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和数据流通的相关法律规范。在

基层治理中，通过多部门联合“数字赋能”，彼此发挥核

心优势，打通治理赌点，实现互利共赢。同时，“构建跨

层级整合机制，理顺和完善协调机制”。 [4]市级层面数据

局应当在政务服务改革推进工作中总揽全局，发挥领导作

用，区级数据局则必须注重更为细化地开展本辖区基层数

据使用过程中的业务协调和监督。

三是提升财政及技术帮扶。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通

过学习城市数字化发展财政激励制度，弥补农村发展村域

“整体智治”的制度短板。从财政上，要注重城市反哺下

对于乡村数学化硬件设备和软件技术的投入，不断加强财

政政策激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加入，提升农村数字化建设

的财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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