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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流媒体要开设数字化改革专栏，及时报道推进数字化

改革动态、特色亮点和优秀案例，以及通过举办数字化创

新大赛等方式，积极营造“人人都应该拥有数字化思维和

认知，都是数字化改革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升数字专业知识

2022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

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把提高领导干部数字治理能力作

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重要教学培训内容”。党校

作为教育培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有着“为党育

才、为党献策”的职责，理应担负起这个责任，创新培训

方式，把数字能力提升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教学内

容。一是充实数字化培训内容。着力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

理论研究，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

设相关论述，以及数字知识与技能、思维与方法、相关法

律法规、数字安全等内容开发系列课程，不断充实完善与

数字化相关的知识。二是创新数字化培训方式。加大培训

改革力度，丰富培训方式，采用脱产、网络以及自学等多

种方式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干部学院、学习强国等，为

领导干部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推动全方位的数字

素养与技能培训。三是加大教学方法创新，根据不同的教

学内容，灵活采用讲授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专

题研讨式等各有优点的教学方法进行有效教学，多途径增

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数据化意识和专业认识，全面提升领导

干部真正学网、懂网和用网能力。

（三）强化实践锤炼，不断提升数字应用能力

提升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不仅要在“深学”上下

功夫，还要从“实训”上下功夫，提高数字应用能力。一

是自觉践行数字化思维。在工作过程中要善于获取数据、

分析数据、运用数据，紧密结合各项工作具体实际，主动

运用数字化工具方法，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提

升舆情应急处置、媒体应对、政民互动等能力，用数据说

话、决策、管理、创新，进行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并拓

宽数字化知识领域的知悉程度，全面促进领导干部的决策

和履职。二要善用数字化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

数字化在线状态，学会运用数字化推动工作的方式方法，

使用数字技术互动、分享、参与、协作事务，数字化解决

日常工作和业务活动中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升为企业

和群众服务的水平。三是强化提升数字创造力。要围绕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等重点

领域，依托各地“城市大脑”、智慧社区、电子政务平台

等，加强同数字经济企业的合作，设立一批实践教学基

地，引导干部深入一线，感受数字技术的发展潮流和趋

势，在研究解决数字政府建设实际问题中，改善政府管理

服务、提升干部数字创新能力。

（四）健全保障机制，完善数字素养考评体系

数字化时代需要一支强大、专业、有创造力的数字人

才队伍，这支队伍的培育和建设需要健全保障机制，完善

考核体系，激发数字化人才队伍的动力和活力。一是注重

培育数字化人才。加强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适当开放特

殊招录渠道，加大数字复合型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培育

一批数字化人才，建立数字化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库，特别

要注重本地数字领域人才的培养。二是建立数字化评价体

系。加强顶层设计，将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纳入到考评体

系中。根据各级领导干部的特点，制定体系化的领导干部

数字素养建设整体规划、具体举措和评价指标体系。鼓励

创新实践，并总结提炼和寻求反馈，将好的做法及时提炼

总结，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固化为制度性成果。

三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奖励惩

戒相挂钩，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加强数字能力方面的

考察，以评估考核促进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和发展。

对敢于创新、善于运用数据化技术手段且成效显著的领导

干部，要大胆使用、选树典型。四是完善数字化法律法

规。围绕数据安全、数据产权、数字法治建设等方面制定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筑牢数字化转型建设安全防线，营

造良好的数据道德伦理风尚，保障领导干部在获取、分析

和使用数据环节中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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