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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仅设立了激励机制，还在运营方面提供了专业培训

和指导，消除村民使用和管理数字平台的能力障碍。四

是促进村民在治理平台上的活跃度。案例中的两地村民

都能够通过平台表达意见需求，参与村庄自治，真正转

型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主体。这样的一核多元的组织格

局，将不断提升乡村的数字治理效能。

其 四 ， 乡 村 数 字 治 理 的 参 与 关 。 多 主 体 参 与 在 乡

村数字治理中至关重要，其中村民的参与为重中之重。

如上述案例，正是有了村民的积极参与，才带来了两个

治理平台的持续活跃。为了加强村民的主体性，对村民

的赋能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农民自身来说，进

行素质能力赋能，跨越“数字鸿沟”。一方面，结合群

众实际需要，将相关专家及有经验的基层干部请进来开

展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其参与乡村

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建议县级财政设置相关预算，

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和“中坚农民”等“关键少数”走出

村庄学习考察，通过直接感受先行示范区的数字治理成

果，激发治理思维转变，进而以少数带动多数，整体提

升村民参与数字治理的意愿。二是从外部关系来说，进

行 权 力 赋 能 ， 保 障 农 民 的 知 情 权 、 参 与 权 和 监 督 权 。

不仅要确保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容易操作、相关信息可及

性较强，村民能够在平台上便捷清晰地了解村庄事务和

政策信息，也要保证乡村数字治理的过程是可参与的，

村民的关注、需求、问题能够得到回应，干部（包括基

层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可以形成对话协

商。如此，通过数字治理能力和权力的双重赋能，促进

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性。

其五，乡村数字治理的人才关。乡村数字治理不是

乡村治理体系和数字信息技术的简单结合，而是以技术

嵌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整合和重构，使其朝智能化、高

效化与精准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既懂技术又懂业

务的复合型人才不可或缺。邛崃乡村留守人口多为老人

和小孩，数字能力和技术水平欠缺，曾一度依赖平台的

技术指导人员，但技术人员并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也

不掌握乡村治理知识，其指导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导

致问题解决差强人意。这一教训不仅提醒我们复合型人

才的重要性，更告诉我们培养本土人才的必要性。除了

上文提到了加强对村民的赋能外，也要提升基层干部的

数字素养。一是通过教育培训宣传等方式，推动基层干

部转变观念，自觉拥抱数字浪潮。二是对基层干部特别

是青年干部加强数字技能方面的培训，借助绩效考核、

晋升加薪、情怀激励等方式，引导其自觉带领群众共建

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三是慎用“技术规训”，激发基

层活力。一方面，对涉农部门的数字化平台进行整合，

推动数据互联共享，避免基层干部反复填写信息上报数

据 ， 让 基 层 减 负 落 到 实 处 ； 另 一 方 面 ， 清 查 不 合 理 的

“一票否决”式考核指标，进一步赋予基层干部适当的

自由裁量权，释放基层治理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总之，让基层干部有能力、有意愿、有情怀地参与到乡

村数字治理中，让群团、社会组织、企业、农民各类人

才都聚集在政府麾下，由党组织引领，以涓涓细流汇聚

为磅礴力量，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实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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