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上汉阴“““““““““““““““““““““““““““““““““““““““““““““““““““““““““““““““““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风流

08
2022 年 4 月 20 日 策划 周星 统筹 吴学康 责任编辑 陈曦 邮箱 ａｋrbbbb@１６３．ｃｏｍ ·汉阴县域纵横

（上接一版）
做好规划设计，强化统筹协调。 强化顶层设

计， 将数字汉阴试点工作纳入全县 “十四五”规

划，在年度工作要点和县委全委会、党代会报告
中明确目标任务。 加强统筹协调，确定年度目标
任务， 督促各责任部门制定各领域工作方案，召

开数字汉阴试点工作座谈会、数字经济工作推进
会、重点项目评审会等，邀请上级领导、专家来汉
调研指导，强力推进全县数字经济发展工作。

“数字”成为推动生产的主力军，而产业数字
化也成为必然趋势。

“自从建了这套系统，通过手机 APP 我们在办
公室就能轻松完成果园施肥、 浇水和病虫害监测，
每亩果园每年可节省劳动力 10 名以上。”陕西果业
集团汉阴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周高堰介绍。

在农业领域，汉阴县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先后争取“农产品互
联网+”出村进城试点县 、秦岭猕猴桃产业集群
等一批重点项目。 目前已在陕果中坝猕猴桃基
地 、城关镇前进村 、观音河镇水田村 、铁佛寺镇
合一村等建成智慧数字果园 5 个。 其中在城关
镇中坝村建成猕猴桃大数据应用中心一个 ，涵
盖猕猴桃行业分析、供求信息发布、质量信息追
溯、基地适时监测等功能，并引进西安农链科技
公司“点点帮农”落户汉阴建成猕猴桃产销服务
平台，初步实现了猕猴桃全产业链信息化建设。

“以前我们这里的水一直都是浑的，煮饭没
法用，只能用桶装水，洗澡都有一股怪味。 现在

这个水好 ，清得很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 ”
涧池镇五坪村六组文尚佑说。

围绕着重解决秦巴山区农村安全供水这一
民生重点 ，汉阴县积极实践探索的 “智慧水务 ”
建设 ，打造农村供水 “汉阴模式 ”，建成农村饮
水安全服务中心、 智慧化信息化管理监控平台
和建设智慧缴费平台。 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管理
手段 ， 实现 “从源头到水龙头 ”、“从运行到服
务 ”全过程信息化管控 ，努力打造老百姓的 “好
水生活”。 智慧水务保障城乡供水项目获“2021
年度中国民生决策创新典型奖”。

在工业和商贸领域， 该县通过建设数字车
间、生产数字设备、上云数字系统等，积极推进产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推动传统制造业换代升
级，月河工业集中区晋升为省级经开区。

汉阴设立电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出台相关
配套扶持政策， 大力支持鼓励电商产业发展，在
全县 10 个镇 141 个行政村中建成镇村级电商服
务站 78 个，建成县、镇、村三级物流分拣配送中

心，搭建网货供应中心，助力县域农特产品线上
销售。

依托“人文汉阴”资源禀赋，擦亮“中国书法
之乡”品牌，积极发展线上书法文创产业。 全县以
淇淇文化、秦邦书画等为代表的电商书画文创企
业有 8 家，文创产业产值达 5 亿元。 汉阴县书画
电商成为全省书法文创产业打破传统营销模式、
借助互联网走出去的先例。

截至目前， 全县从事电商企业和个体共 450
余家 。 年线上销售额过千万的电商企业 9 家 。
2021 年，全县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7 亿元，同比
增长 16.6%， 网络零售额 2.9 亿元 ， 同比增长
3.5%。

良好的电商创业氛围，吸引了一大批返乡青
年，跨境电商产业得以发展。 目前，该县已有以西
云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为龙头的 12 家跨境电商市
场主体，是安康唯一一个有跨境电商市场主体的
县域，被评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县”“国家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夯实数字经济
发展基础。

“以前我们这，手机在家里没信号，打个电话
要跑后面山上去，现在家里宽带有了，网络也好，
昨天还和我娃打了手机视频通话。 ”城关镇新星
村四组村民陈术贵说。 新星村位于山区，坡大沟
深，以前网络覆盖差。 2018 年建成“智慧美丽乡
村”项目，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城市水平，谈起
现在的新星村，村民们笑容满面。

为顺利推进数字经济工作，汉阴县高度重视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将其作为提升经济质效、推
动社会发展打基础的工作，优先安排，重点推进。
2019 年首先在全市开通首座县级 5G 基站。 截至
目前，全县共铺设光缆 9770 余千米，有各类基站
917 个，其中 4G 以上基站 641 个。 全县固定宽带

接入 97678 户 , 农村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为
94.45％。 141 个行政村村委会、卫生室、学校等重
点部位 4G 网络信号全覆盖，20 户以上集中安置
点实现基本覆盖，县城核心区域及乡镇重要场景
基本实现 5G 信号覆盖。 宽带网络覆盖能力持续
增强，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宽带通了，网络覆盖到位了，如何通过建立
上下联通和横向衔接的数字平台提升行政效能，
最终让群众享受优质便捷的服务，是接下来要重
点解决的大事。

汉阴县立足自身实际，深挖“互联网+”服务
潜力，开发“一网通办”系统和“效能监察”系统，
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 为了让“数据多
跑腿，群众少跑路”，该县发布了 200 个“最多跑
一次”高频事项清单，推行的“网上审批”“微信办

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满足群众疫情防控
便捷服务，推出“网上办”“掌上办”“24 小时自助
办”等服务模式，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延伸线下服
务触角，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真没想到，不用来回跑，在当地就补办好了
社保卡， 既省了路费又省了时间， 太感谢政府
了！ ”远在浙江省玉环市汉阴籍的务工人员武克
东、陈新云夫妇因为社保卡丢失而头痛。 得知现
在汉阴县和玉环市开通“跨省通办”合作业务后，
他们在当地政务中心提交了自己的诉求，汉阴在
第一时间为两位老人办理了该项业务。

目前，汉阴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结率达 90%以
上，群众满意率达 100%，实现“办件零失误、群众
零投诉、服务零差评”，汉阴被评为“省级政务服
务标准化县”。

筑牢基础 提升服务效能

数字聚能 激活产业发展

数字化治理， 让乡村振兴既有智力支撑，也
有科学依据。

近年来，汉阴县创新“321”基层治理模式并
推进信息化建设，建成“321”基层治理大数据平
台。 平台对县情基础数据进行全域采集、整理，
建立了“人、地、物 、情 、事 、组织 ”六大类社会治
理要素相互关联的动态数据库， 录入各行各类
数据 385 项 、3000 余万条 ， 为基层治理工作提
供有力数据信息支持。

全县 10 个镇 、141 个村和 9 个社区建立了
“321”信息中心 ，与县 “321”大数据平台进行全
面对接 ，同时打通行业壁垒 ，与医保 、民政 、住
建 、应急 、卫健等部门系统数据实行共享 ，实现
县 、镇 、部门 、村互联互通 ，做到 “信息共享 、数
据共用”。 大数据平台通过对社情民意、防返贫
监测与帮扶等方面数据进行自动分析、研判、预

警，提供可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切实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提供科
学依据。

“正在调解一起邻里纠纷， 两家因为一棵树
发生了矛盾，通过‘321’平台找到了我们，现在和
民警、村干部正在现场调解。 ”观音河镇水田村网
格员刘衍斌通过手机在线视频，介绍了其工作情
况。

平台还接入全县二类视频监控 406 路、公共
区域三类视频监控 4860 余路， 对全县社会治安
状况实现了时时监控， 实现可视化调度指挥，提
高平安汉阴建设信息化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我昨天在‘321’民情在线反映路灯一事，今
天相关部门就更换灯泡，在此，感谢‘321’平台，
感谢县委、县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 ”城关镇热心
群众张志勇在朋友圈点赞。

用小程序联系千万家。 “321”民情在线公众
号上线以来，做到了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线上共收集群众各类诉求意见 1 万余条，办结率
和群众满意率均达 98%以上。

“321”模式先后入选全国第四届“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典范案例、全国首批 20 个乡村治理
典型案例，汉阴县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首批试点示范县，“321”大数据平台荣获数
字陕西建设优秀成果奖。

“事实证明， 数字经济已成为汉阴发展的新
动能，引领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当下，我们要
做好‘融合’的文章。 面向未来，我们要做好‘持
续’的文章，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快车道，
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委书记、数字汉阴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飞霞说。

数字治理 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