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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通宽带，户户通光
纤；用手机远程控制田间施
肥浇水；足不出户就能通过
手机 APP 便民终端实现“码
上办事”……放眼乡村，“数
字”元素无处不在，“数字经
济”更是风生水起，为乡村
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近日，由国家相关部门

印发的《2024 年数字乡村发
展工作要点》提出，到今年
底，我国农村宽带接入用户
数超过 2 亿，农村地区互联
网普及率提升 2 个百分点，
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
破 6300 亿元。数字乡村建
设已成为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的新动力、新机遇。
以数字化为引擎，推动

传 统 农 业 向 智 慧 农 业 跃
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
发展与广泛应用，大数据、
物联网与传统农业深度融
合，越来越多的“智慧农具”
用于农业生产，不仅形成了
农业发展新格局，还为农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加 码 提 速 ”。
从源头直播带火乡村土特
产 品 ，到 农 村 电 商 蓬 勃 发
展 ，打 通 农 产 品 流 通 新 渠
道；从“智慧田园”到智能施
肥、AI 诊断虫害……越来越
强劲的“数字引擎”正融入

乡村产业发展。随着数字
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技
术还将催生更多新业态，创
造更多新模式，激发更多新
活力。

以数字化为引擎，助力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持 续 优 化 。
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
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善治
水平，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
要一环。近年来，各地大力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给一个
个乡村装上了“数字大脑”，
并通过打造“智慧村务”、开
发政务小程序等方式，一方
面连接“小农户”，一方面与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相融合，既可以将党的
大政方针、惠农政策等及时
传递给群众，又可以让村民
办事更便捷，从而提升乡村
政务服务效能。

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系
统工程，数字乡村建设在取
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存在
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有
的村务电子化办理普及率
不高，不少地方数字乡村建
设缺乏健全的信息服务体
系，适农型数字技术应用及
创新不足等。这些都让“数
字+”带来的便利大打折扣。

要解决这些问题，各地
应立足资源禀赋，探索符合
自身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
发展模式，打造更加简约便
捷的数字平台，以村民需求
为导向健全功能，多渠道、
多形式提升村民和干部的
数字素养。只有加大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
广 涉 农 事 项 网 上 办 、掌 上
办，让“数字+乡村”场景常
态化，才能确保数字乡村建
得好、用得好，让乡村振兴
搭乘“数字快车”跑出“加速
度”，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享
受数字乡村带来的红利。

让“数字引擎”激发乡村活力
■ 黄敏

本报讯（吴永刚 通讯员 朱全红）
近日，杨先生拨打韩城市“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他在韩城市桑
树坪镇某项目务工时，项目部拖欠其
务工人员部分工资，希望“12345”热
线帮助解决。

接到该诉求后，桑树坪镇立即安
排专人与杨先生积极对接，主动了解
详细情况。经了解，因该工程暂未完
成验收、审计工作，包工头涉及的多方
款项均未完全结算，导致部分工资未
及时支付。

为及时解决群众诉求，桑树坪镇
综治中心办公室联合镇经发办，第一
时间到项目部实地调查核实，并积极
联系项目部负责人商量解决方案，帮
助 双 方 对 相 关 责 任 进 行 细 致 梳 理 。
最终，在各方协商与努力下，杨先生
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办结期
限内工资全部兑付到位。

“12345”热线是了解民意的窗口、
联系群众的桥梁、为民办事的平台。近
年来，桑树坪镇坚持以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为导向，用心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多措并举提升“12345”
服务热线办理工作质效，确保群众反映
的问题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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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孝竹 记
者 靳天龙） 8 月 2 日，记
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商洛
市将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
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深 入 开 展“ 下 基 层 、解 民
忧、暖民心”专项行动，坚
持人民至上，办好民生实
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切实兜住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商洛市构建分层分类
“大救助”体系，加强审核
确认权限下放镇（街道）后
的监管，召开社会救助联
席会议，形成综合救助格
局。上半年，该市保障低
保 15.43 万人、特困 1.78 万
人 、临 时 救 助 22.58 万 人

（次），累计支出 4.3 亿元；
认 定 低 保 边 缘 家 庭 9096
户 30899 人，保障孤儿 308

人 170.23 万元、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544 人 331.61 万
元，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
1116.64 万元。

同 时 ，商 洛 市 提 升 救
助对象认定精准度，依托
省级监测平台，定期核查
数据信息，采取分类管理、
建立台账、限时核查等措
施，定期开展数据比对。上
半 年 ，该 市 核 对 423 批 次

17770 人（次），预 警 1048
人（次）；委托省级金融机
构协查9批次23266 人。

另 外 ，商 洛 市 还 开 展
社会救助领域专项整治，
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限 时 整 改 ，立 行 立 改 ；建
立《社会救助领域追责问
责、容错纠错清单》，推进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工作。

商洛：扎实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今年夏天，洋县遭遇多轮
持续性降水。7 月 29 日，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地质
灾害排查工作效率，洋县
自然资源局应用无人机助
力巡排查工作，进一步排
查盲区减少隐患，提高工

作效率。
洋县地质灾害隐患点

和风险区分布广、面积大，
加之降水导致部分道路塌
方，无人机巡查模式能有
效解决覆盖面和巡查人员
安全问题，让巡查范围得
到有效延伸。洋县自然资

源局出动 3 台无人机进行
高空辅助排查，主要检查
在册隐患点和风险区，以
及切坡工程、高速沿线、潜
在远程高位滑坡泥石流威
胁等。除运用常规无人机
航拍，还创新应用“地质灾
害全景影像”“地质灾害排

查一张图”等方法，为地质
灾害排查提供更全面、更
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提高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目前，洋县已排查隐患
点和风险区 31 处、高速路
沿线隐患点 9 处。

洋县：无人机助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本报讯 （刘洋） 7 月
31 日，国网渭南供电公司
迅 速 行 动 ，组 织 党 员 服 务
队深入渭南市临渭区三张
镇魏宋村、背坡村等地，开
展雨后线路设备排查及入
户安全用电检查工作。

“如遇家中用电出现短
路或接地情况，请立即致电
我们。我们会迅速响应，确
保您的用电安全。”在村民
魏建设家中，国网渭南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不仅仔细
检查了雨后用电状况，还及
时排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鉴于今年夏季雨水频
繁 ，国 网 渭 南 供 电 公 司 紧

密结合汛期和度夏保电工
作 的 实 际 需 求 ，持 续 加 强
对辖区 10 千伏线路的巡查
力 度 ，特 别 是 对 重 要 客 户
及配变设施进行了深入的
安全隐患排查。在雨期前
后 ，公 司 重 点 对 配 电 线 路
的 杆 基 进 行 了 培 土 加 固 ，
并对关键设备及配变设施
进 行 了 巡 查 测 温 ，确 保 及
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安全
风 险 ，为 农 业 生 产 和 居 民
生活用电提供坚实保障。

“考虑到辖区内有不少
留 守 老 人 ，我 们 在 极 端 天
气前后会特别关注他们的
用电安全。”当天，党员服
务队队员以专业的技能和
严 谨 的 态 度 ，对 涉 农 线 路
进 行 了 全 面 巡 查 ，并 向 老
人普及正确的电器使用方
法和应急处理措施。 G

国网渭南供电公司

加大雨后线路巡查力度

7 月 31 日 ，宁

强 县 群 众 在 汉 水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散步。

近 年 来 ，位 于

汉 江 源 头 的 宁 强

县 大 力 实 施 湿 地

保护与恢复、湿地

环境综合治理、湿

地 合 理 利 用 与 社

区统筹发展，持续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增强群众生活

幸福感。

通讯员 刘炳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