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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智慧平台
为基层治理装上“智慧大脑”

5月6日上午，在大观区十里铺
乡基层治理智能网格化中心里，智
慧管理平台审核员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五里河边有人钓鱼，随即通过
该乡智慧管理平台向五里村网格
员下派指令，要求劝离垂钓者。

五里村网格员方志平和王树
生接到指令后，5分钟内赶到现场，
劝离垂钓者后，立即通过手中的智
能终端将处理结果传回智慧管理
平台。审核员通过视频监控核实
处理结果后，该起事件划上句号。

从发现，到派发，到解决，事
件处理形成一个闭环，处理轨迹
清晰可见。

“网格员可以解决的就现场解
决，并将结果上传平台；如果网格员
现场解决不了的，我们就第一时间
派发给二级平台或相关部门。在智
慧管理平台上，事件处理进度可实
时追踪。”十里铺乡经发办副主任
余娜介绍。

这样的信息中心除了在十里
铺乡一级进行建设之外，该乡7个
行政村和社居委同步建设二级
平台。乡村两级信息平台覆盖十
里铺乡所有行政区域及园区，通过
合理划分为多个网格，将辖区内各
类人、地、物、事、组织等社会治理
要素信息以网格为单位，统一纳入
网格化智慧管理平台系统。

这种以网格为单位，以网格
员为触角、以乡村两级管理中心
为平台的网格化智慧管理平台系
统，组成了十里铺乡基层治理的

“智慧大脑”。
十里铺乡常务副乡长肖飞介

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关
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重要部署。今年是大
观区基层治理年，在社会治理现代
化战略的大背景之下，按照大观区
委区政府的部署，十里铺乡作为大
观区首个实施基层智慧管理的试
点乡镇，投入160余万元打造全新
的网格化管理平台，以提升基层治
理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水平。

数据跑起来
“智慧大脑”转起来

“智慧大脑”运转的基础是数据。
余娜介绍，十里铺乡网格化智

慧管理平台采用“1+7+X”的模式，
“1”为1个乡级一级管理平台，“7”
为7个村级二级管理平台，“X”是
若干网格员。每个网格员配发智
能终端设备，每台设备均与乡一级
管理平台相连，网格员在走访巡查
中将发现的环境污染整治、森林火
灾预防、安全隐患排查、纠纷排查
化解等问题，通过智能终端进行实
时汇总，传至乡一级管理平台。

目前，已配发了73台智能终端
设备，组建了网格员队伍，此举解
决了过去网格员队伍不专业，工作
靠腿跑、靠嘴说，工作成效无法考
核的局面，实现了让数据跑腿。

此外，十里铺乡还借助微信公
众号，开通了居民提交问题的渠
道。关注公众号后，可通过“创建
事件”提交发现的问题，还可在“我
的事件”中查看问题办理进度。

为了更好地推动基层智慧管
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十里铺乡
还将“林长制”“河长制”管理体系
纳入乡网络化智慧管理平台。通
过在全乡林地、山场、河湖、棚改
区等地设置38个观测点，安装71
个摄像头，24小时运转，为乡村管

理工作提供了直观、清晰的视频
监控资源。

各种渠道收集的信息汇入乡一
级管理平台后，“智慧大脑”就运转起
来。余娜介绍，“信息汇总后，我们
将发现到的环境卫生、森林防火、
矛盾纠纷等基层治理问题第一时
间提交至主管部门或村二级平台，
对居民诉求，社会治理等问题形成

‘发现问题、交办任务、督促落实、反
馈情况、结果公示’的闭环管理。”

“通过乡、村、网格员联动的治
理模式，实现基层治理工作的智能
化，探索有地方特色的城乡管理新
途径，努力打造数字政府新样板。”
十里铺乡主要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各级信息中心将串联起来，组建多
级网格化智慧管理平台系统，彻底
打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
数据开放共享，促进部门协作，简
化任务的流转办理流程，完善十里
片辖区内的乡村两级联动工作体
系。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矛盾不上交，问题处理更高效。

数字赋能
推进基层“智治”

平台只是工具，数据只是数
字，只有不断给数字赋能，才能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
智能化。

“袁江村有4个圩口，3个排涝

基站，还有三四百亩鱼塘，作为河
长虽然每天巡河，但总有盲区。智
慧管理平台建起来后，袁江村在鱼
塘死角、棚改区域、圩口等地设了
7个观测点，实现了对死角和重点
地区的24小时监控。通过手机可
以随时查看，发现问题随时上报。”
十里铺乡袁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许向胜说。

而对于有着2000多亩森林面
积的十里铺乡林业村来说，建起智
慧管理平台后，在进山的各条路口
安置摄像头，森林防火也从单一

“人防”变为“人防”加“技防”。
目前，十里铺乡智慧管理平台

已接入安庆市城管数字化管理系
统，智慧平台的使用将以往盲区照
亮，加强了森林防火、秸秆禁烧等
工作的监管，使全乡河道、森林得
到全方位监管。

接下来，十里铺乡智慧管理
平台还将与城区有关监管部门监
控项目相融合，成为城市管理一
部分，使城市管理的触角进一步
延伸。下一步，十里铺乡将在大
革小区和茅岭佳苑小区进行试
点，在主要路口设置人脸识别系
统和体温监测，一旦有可疑人员
和体温不正常的人进入，数据就
会传入乡智慧管理平台并报警，
大大增强群众安全感。

此外，智慧管理平台还加入
了经济分析模块，通过抓取辖区
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企业数据以及税收等形
成直观的图表，全面了解十里铺
乡的经济结构构成，同时通过分
析各企业的财务数据波段变化，
为开展“四送一服”提供了直观的
依据，对每个企业进行精准指
导。平台经济运行的图表展示也
让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更紧密，打
破了部门数据不互通的壁垒。

“基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
十里铺乡智慧管理平台是为十里
铺乡居民生活、基层治理打造的数
字化界面，是数字化政务的一个方
面。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基层
治理、改善民生体验、提升政务效
能，推进基层治理由‘人治’转变为

‘智治’。”肖飞介绍。

给基层治理装上“智慧大脑”
记者 常 艳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在位于
皖鄂边界的宿松县北浴乡廖河村，一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快速打响，阵脚不乱。村“两委”发动本村党员、
青年民兵、志愿者等群体，投身到防疫工作中，有效
充实了防疫队伍力量。该村在交通要道设置3个卡
口，村民组之间也进行合理安排调配，人员24小时轮
流值班，全力守住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防线。

今天的廖河村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但
几年前，它是一个“软弱涣散村”。

今年50岁的廖孟生，2015年7月从邻村来到廖河
村任党总支书记。当时，脱贫攻坚的战斗号角已经吹
响，面对廖河村脱贫出列及258户796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摘帽的任务，廖孟生倍感压力，但首先是尽快
把廖河村拉出“软弱涣散”泥潭，提升党组织战斗力。

通过走访和了解，廖孟生快速厘清问题所在，廖
河村在村级财务公开、民生工程建设、配套设施完善
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和不足。

廖孟生将这些工作落实到人，明确村“两委”班
子人员分工，并要求每一个人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做好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工作，对于村级重大事
务，必须先要在会上表决，表决通过后就要实施。

很快，廖河村总长10.7公里的24个村民组“户
户通”道路建设项目一次性通过并顺利实施，改善
了群众出行条件，美化了群众生活环境。

2017年，廖河村正式启动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
也是在2016年集体表决通过的。在美丽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改善及改水改厕等工作中，廖河村党员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工作进度和成效有效提高。

一系列惠民政策及项目“落地生根”，得到了广
大群众一致好评。2016年，廖河村“软弱涣散村”的

“帽子”也顺利摘除。
在廖河村的5年，廖孟生见证了廖河村的脱贫

攻坚历程。通过产业扶贫、就业帮扶、健康扶贫、教
育扶贫等一系列政策实施，廖河村已于2018年从贫
困村出列，村集体年收入达25万元，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面摘帽，人均年收入超过8000元。

2019年，廖河村脱贫攻坚工作又取得了新的成果。
全村共投入到户产业扶持资金44万余元，继续支持贫
困户产业发展。另外，该村投入35万元发展村集体扶
贫项目，建成100亩茶叶基地，实现村集体增收5万元。

廖河村还通过以项目资金入股分红模式带动
贫困户及集体增收，贫困户利用自家山场及毛竹入
股，参与村集体成立的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的竹笋加
工收益分红，户均增加收益226元。

在今年疫情期间，群众生活物资一度购买困
难。为此，村“两委”安排已顺利脱贫的贫困户廖
际南专门负责买进蔬菜、鱼肉、米面等必要生活
物资并向村民销售。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廖际南骑着三轮摩托车起早
贪黑往返县城和村庄，保障了全村2400多人的生
鲜食品供应，并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苏泉

“软弱涣散村”
脱贫摘帽记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岳西
县白帽镇余河村吕继军的农家乐
小火了一把，“每天都有好几桌人
吃饭，大家点得最多的便是我们当
地养的小龙虾。”

“我们的小龙虾在4月底就已
少量上市，每天一打捞上来，很快就
被抢光了，供不应求。”余河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学文说。

2018年8月，余河村通过实施
“三变”改革，采取“支部+基地+贫困
户+农户”的模式，投入资金50多万
元，流转农户水田202亩，打造虾藕
综合养殖基地，发展休闲养殖产
业。去年以来，养殖的龙虾、泥鳅、
黄鳝、鲫鱼、鳊鱼均已陆续上市。

“我和儿子都在基地务工，做

些除草、喂食、看场的活儿。我家的
1亩多水田还能折资入股，享受保底
分红。去年单是在这儿就挣了2万
多元呢。”余河村色树组贫困户祝德
兵说，他的妻子常年生病，基地的收
入让他实现了稳定脱贫。记者了解
到，该村依托虾藕综合养殖基地，带
动了75户农户稳定增收，其中贫困
户18户。此外，该基地去年还为村
集体经济增收16.5万元。

余河村位于白帽镇西南，过去
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几

乎没有。“2016年底，我们的村集体
经济收入为0，而去年是30万元。”
周学文说，有此变化，正是得益于村
里“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

在余河村为民服务中心对面，
是200多亩梨园。该梨园在省农科
院的大力支持下引进优质梨品，去
年年产鲜果10多万斤，产值100余
万元，带动了40户贫困户发展。

往前走数百米，是一座现代化
油茶加工厂。该村利用丰富的油茶
资源，引进一家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

司驻地开发油茶项目，目前，投资
近千万元的油茶加工厂已建成投
产，千亩高标准油茶基地也已挂果
成林。村民的油茶不愁销，还能卖
上好价钱。村集体入股这家生态
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物流运输中心，
也可获得资产收益3.6万元。

再往前，百亩桑园间，正在建设
养蚕大棚，一家庭农场负责人祝松年
拟在此发展工厂化养蚕。“5月底大棚
就能建成，待到7月，桑叶长成，还能
赶上养一季秋蚕。”祝松年说，养蚕效

益可观，赶上丰收年，每亩桑田能创
收1万元以上。这也是余河村“四带
一自”产业扶贫项目，可带动75户贫
困户发展，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

“今年，我们还将发展250亩香
榧基地，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50万元以上。”产业发展有效带动
就业，周学文笑言，“现在村里基本
没有闲人，在这里叫个工还要看面
子呢，不然都叫不到。”

特色种养业、观光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为余河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动
力源泉，也提升了农户自力更生的

“造血”能力，让农户拥有长期稳定的
收入来源。如今的余河村，产业兴旺
正逐渐勾画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汪从权

产业引路 富了村民壮了集体

38个观测点71个
摄像头 24小时监控，
拍摄的视频汇入视频
资源池；网格员利用手
持智能终端，将发现的
问题收集并上传信息
池；居民通过十里铺乡
微信公众号“创建事
件”提交发现的问题，
并在“我的事件”中查
看办理进度……

在大观区十里铺
乡，通过各种渠道收集
的数据，全部汇集到乡
级智慧管理平台，由平
台进行问题派发、督办
及公示。

作为大观区基层智
慧管理试点乡镇，十里
铺乡率先打造智慧网格
化管理平台，通过乡、
村、网格员联动治理模
式，实现基层治理能力
智能化，通过数字治理
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智慧管理平台审核员正在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审核派发。通讯员 项顺平 摄

位于皖鄂边界的宿松县北浴乡廖河
村，几年前是一个“软弱涣散村”，但这
个“帽子”不好戴。面对“软弱涣散村”
摘帽和贫困村出列两大任务，廖河村进
行了有力整顿，提升了党组织战斗力，
并朝着脱贫难点深度攻坚。2016年“软
弱涣散村”摘帽，2018年从贫困村出列，
这个山区村子实现了美丽蝶变。

锐新闻锐新闻

网格员正在巡河，新安
装的摄像头每天 24 小时实时
监控。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