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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建智能化面临的新挑战

基层党建智能化本质上是党建信息化建设在基

层党组织层面的生动实践。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提出“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以来，基层党组

织的智能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整体而言，

基层党组织的智能化建设水平相比于企业、学校、机

关等，依然处于落后地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层党组织信息化普及的不平衡。基层党

组织信息化普及的不平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东部地区基层党组织的信息

化水平总体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分布显然与

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第二，

从各地实际来看，乡镇作为国家基层的政权机关，所

获得的信息资源较多，其党组织在信息化建设方面

要比农村先进；第三，从基层党组织内部来看，虽然

隶属于同一个党组织，但有的成员信息化素质高，有

的成员信息化素质较低。造成基层党组织信息化普

及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既有自身的特殊原因，也有

相似的共性原因。以共性原因为例，可以看到，相比

于大中城市而言，基层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

相对滞后，这就从根本上制约着乡村的信息化建设，

也就从根本上影响着基层党建的信息化水平。在社

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广大乡村的信息化建

设依然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基层党建的信息化水

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是基层党组织信息化建设的相对滞后。基层

党组织信息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第一，从硬件设施来看，一些乡村基层党组织目

前仍没有配备用于办公的电脑、网络等多媒体设备，

平日的各类党建活动依然停留在会议讨论、文件学

习等传统方式上。一些乡村基层党组织虽然早已配

备了各类多媒体设备，但由于年久失修，很多硬件设

备已经不同程度地老化，需要及时予以更新。第二，

从软件设施来看，尽管很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已经

建立了独立的党务网络平台，但其功能依然有限。

在单向管理思维的影响下，这些网络平台只能满足

党务信息公开、发展党员、党员缴费、组织关系迁移

等简单活动，而像党员教育培训、倾听群众心声这样

需双向互动的复杂功能就很难实现。尽管个别的基

层党组织早已经进行了“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

的实践探索，但总体看来，基层党组织在信息化方面

所赖以支撑的软硬件设施依旧薄弱。这种状况一方

面是因为基层的信息化资源本身就非常有限，其获

取各类信息化资源的途径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其成员缺乏信息化的

视野与素养，不能够主动作为。

推进基层党建智能化需要打造两大平台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作用下，中国社会信息化程

度日益加深，而新基建的实施又必将加快社会信息

化的进程，既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也深刻影响执政党

的执政方式。在此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时代进步，

就必须主动顺应这一潮流，利用新基建带来的难得

机遇，积极提升党建的智能化水平，使党的建设与时

代共进步。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

在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自身的信息化水

平已经成为制约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因素。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新基建

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这些信息技术建设，基层党组

织的智能化建设将实现历史性飞跃。

一是打造智能化的基层党务管理网络平台。依

新时代基层党建亟需实现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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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以为基层党

组织打造智能化党务管理网络平台。这一网络平台

将融合PC端和移动APP端，充分借鉴吸收“互联网+

党建”“智慧党建”的成功做法，用于基层党组织日常

的党务管理，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其

功能应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智能化的党员信

息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党员党籍

的电子化，而且还可以通过积分规则来量化党员的

日常表现，并在党组织内部予以排名；第二，智能化

的线上活动管理。借助该平台，各类线上的党组织

活动就有了保障，通过智能化的程序设计，平台可以

为各类党组织活动提供智能管理服务，严格规范党

组织活动的流程；第三，智能化的党员教育培训。借

助网络平台，各类党内教育资源得以有效整合，乡村

党员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平台设置的学习任务，并且

在平台的精细化管理下，基本能确保党员的学习效

果；第四，智能化的党建现状分析。平台能够自动对

党员在平台上留下的各类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不仅

为党组织呈现党员行使党员权利和履行党员义务的

量化统计，而且也使党组织可以及时了解党员的思

想动态和现实需要。

二是完善智能化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平台。提

升基层党建的智能化水平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乡

村治理的安定有序，因此依托5G、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不仅要打造智能化的基层党务管理

网络平台，还要努力打造智能化的基层治理网络平

台。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党

和国家所倡导的重要理念之一。2019年印发的《中

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注重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关于

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提出：“加强

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构建基层智慧治理

体系，提升基层公共服务、矛盾化解、应急管理水

平。”当前，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并不轻松，所

面对的往往都是与乡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疑难

杂症”。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乡村群众

思想具有多变性、利益日益多元化、需求更加多样

化，更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对于基层党员干部

的治理能力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需要

切实为基层党员干部打造一套智能化的基层社会

治理网络平台，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

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乡村群众，而且也能够提高基

层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具体而言，这一智能化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平台当

然也涵盖PC端和移动APP端，并且配备相应的数

据中心。它的基本功能需要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智能管理的精准化。借助平台，乡村群众将

成为乡村治理云端的参与者，乡村群众在平台活动

的各类数据在通过智能分析后，成为基层领导干部

了解群众所思所想的重要参考，从而有针对性地制

定相应政策。第二，智能服务的便捷化。借助平

台，乡村的各类社会矛盾将得到及时关注和解决，

乡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得到合理表达，乡村群众办

事也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化，“让数据多‘跑腿’”

成为常态。第三，智能监督的实时化。借助平台，

乡村群众对乡村党员干部的监督将更加实时，而且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回应与解决。这样一来，乡

村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有了可靠保障，乡村的干

群关系也将更加和谐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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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国家治理》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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