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郭茂英 周艳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zbs@dzwww.com 蹲点调查 3

□ 本 报 记 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田磊 费凡

驱车从日照市区向西南，前行10多公
里，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门映入眼帘，车家村
到了。

自隋末建村，车家村已有1400多年的历
史。记者到车家村采访，进村成了一道“难
题”——— 车家村实行全封闭管理，大门紧
闭，门口放着一台一人高的机器，稍一靠
近，机器就会出声询问：“你好！请问你找
谁？”

旁边的门卫室走出来一位老者，问明记
者的来意，他对着机器说：“我找孙伟。”
机器自动拨通了村党支部书记孙伟的电话，
屏幕那头的孙伟看到记者后，轻轻一点，记
者刷脸后，门开了。

为记者“解围”的老者名叫孙方文，是
车家村的门卫，今年已年逾古稀。“俺们村
是数字乡村，这是数字乡村的智能门禁系
统。”孙方文指着门口那台让记者“为难”
的机器说。

“数字车家村”的“本事”不仅仅是如
此。它以钉钉APP为入口，包括数字党建、
公开与通知、智慧妇联、政务服务、数字经
济和便民服务等6个基本农村治理单元。2020
年10月，“数字车家村”作为山东智慧村居
建设的典型案例，登上了第三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

决策：打消三个顾虑

“全国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省级
先进基层党组织”……车家村村委会荣誉室
三面墙上，陈列着50多项市级以上荣誉。
“数字车家村”平台建成后，这里又被辟为
演示平台功能的场所。

车家村的数字化是怎样开始的？孙伟说
这个事儿是机缘巧合。

“我们村有个青年在钉钉（钉钉是企业
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上班，2019年夏天
他回村的时候，跟我说数字乡村是下一步的
发展方向，钉钉正准备全国推广，可以帮村
里做。”这是车家村第一次与数字乡村联系
在一起，当时孙伟知道数字乡村这个概念，
但还谈不上有多少了解。

当年10月，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招
商团到杭州招商，孙伟是成员之一。数字乡
村到底是啥？带着萦绕于心的这个问题，孙
伟顺路到钉钉总部参观考察了一番。

“他们演示了怎么开会怎么下通知，我
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些功能的好处。”这
次参观考察，钉钉展示了在南方布局的几个
村的案例，让孙伟大开眼界，“通过数字乡
村建设，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村民少走
路，干部少跑腿，印象非常深。”

回到村里，孙伟马上主持召开村两委会
议，研究建设数字乡村。

数字乡村是个新事物，村两委成员的认
识程度并不相同，存在一些顾虑，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花钱多不多？到时候老百姓会
不会用？真能给村里带来好处吗？

针对这些顾虑，孙伟一一分析了车家村
的优势和条件：从市里到区里再到街道都支
持，钉钉和联通帮忙建设，村里有集体收
入，经济上没有问题；新事物总有一个适应
的过程，经过培训，绝大多数村民都能学
会；最关键的是数字乡村的好处很多。孙伟
苦口婆心，终于让村两委成员统一了思想。

2020年4月，“数字车家村”建设正式
开工。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基础，日照
联通将车家村的普通宽带升级为百兆专线，
并对村里的局域网进行优化调整，还规划建
设了一处5G基站。软件平台开发同步进行。
钉钉和日照联通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平台
从无到有，功能不断完善，“整个五一假期
都在加班”。日照联通政务行业总监王棋
说。

用时一个多月，孙伟期待中的“数字车
家村”终于建成，不过费用远远超出了他的
预计。“一开始想弄个简单的，方便工作就
行，花个七八万块钱，最多10来万，没想达
到现在的程度。”孙伟说，“数字车家村”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建设标准提高，增加
了很多配套设施，投入随之增加了不少。

2020年车家村集体收入超过300万元，不
过村里花钱的地方很多，孙伟坦言，这笔钱
如果全让村里拿，压力很大。

“数字车家村”采取车家村、钉钉和日
照联通三方共建的模式，5G基站由日照联通
投资建设，剩下的投资由三方分担，日照市
大数据发展局还从省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资
金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奖补，最终车家村实际
的负担并不是很大。

“‘数字车家村’建立了社会化的运作
机制，引进了社会资本。”省大数据局规划
发展处副处长卢修名多次到车家村调研，他
认为“数字车家村”最大的亮点，在于探索
了智慧村居建设的投入机制。

“车家村引入钉钉和联通，实现了自己
的智慧化，同时两家企业得到了数据和经
验，可以据此来完善他们的商业模式，三方
得利。”卢修名说，希望通过车家村的案
例，能有更多企业把目光放到农村智慧化建
设上。

建设：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找感觉

实际居住人口100%入库，组织100%在
线，人日均使用钉钉时长近30分钟，“村里
事”板块月累计活跃度高达94 . 4%。在车家村
数字化农村数字大屏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

组数据。
数字平台使用，对年轻人来说不难，对

老年人却是一道难过的坎儿。车家村解决问
题的思路是先培训一部分“能人”，再通过
这部分“能人”教会其他村民。一支由20多
名年轻人组成的数字化志愿者服务队很快成
立起来，他们先接受钉钉和联通的培训，再
挨家挨户手把手教给村民。

车家村妇联主席丁媛媛是志愿者中的一
员，她说服务队一周内统一入户三次，日照
联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平时还不定期
分散入户。老年人是重点培训的对象，一遍
不行讲两遍，反复讲。“经过培训，一些70
岁左右的老年人从儿女手里拾了旧智能手机
用了起来，因为这个事，老年人也越来越时
尚了。”

有的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确实学不
会。记者见到孙方文时，他的老年机正在门
卫室桌子上充电，这部手机键盘上的字迹已
磨损得看不清楚。孙方文说，即使有智能手
机，也不想学着用数字乡村了：“上了年
纪，脑子不好使，学不会，也不愿意学。”

对孙方文这样的老人，“数字车家村”
平台没有把他们落下。“这部分老人几乎用
不到其他功能，主要是接收通知，比如什么
时间免费理发，什么时候发福利，可以使用
电话DING功能，把文字信息转化为电话通
知，确保他们能收到。”车家村村委会委员

杨晓文告诉记者。
“别看我的手机落后，村里的通知一次

没有落下。”孙方文笑着说。
怎么能用好数字乡村？在日照市大数据

发展局副局长周彬彬看来，这个问题需要提
前考虑，建设时就应该以需求为导向：“要
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田间地头，从老百姓
的角度去找感觉、定方向、确路径、求实
效。”

日照联通副总经理李岩认为，“数字车
家村”活跃度很高，正是因为满足了老百姓
的需求。他说，在“数字车家村”的建设过
程中，日照联通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者，还是需求的发掘者，“作为扎根当地的
运营商，对老百姓需要什么本来就很了解，
我们发挥这一优势，充分挖掘老百姓的需
求，最后把这些需求转化成‘数字车家村’
的功能。”

数字党建板块就是根据车家村需求开发
的，包括支部风采、党务公开、书记信箱、
群直播等内容。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财务
公开共同构成了车家村“三务公开”。“以
前，‘三务公开’的内容都是打印出来，贴
在村里的宣传栏里，并且只能公开当月的情
况，村民看起来不太方便。现在通过数字平
台，村民可以随时查看任何一个月的情况，
让‘三务公开’更加及时、全面和透明。”
杨晓文介绍说。

以需求为导向，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不
能千篇一律，而是要千村千面。卢修名说，
省里制定了智慧村居的标准，在达到规定动
作的前提下，鼓励每个村根据自己的需求去
探索。

效用：干部觉得便利也感受

到监督的压力

“数字车家村”平台建成后，首先在疫
情防控中派上了大用场。

“刚开始防控疫情的时候，要登记外来
人员信息、测量体温，非常麻烦，需要很多
人，外来人员还不好控制，有了智能门禁系
统，外来人员不能随便进入，值班更省心
了。”65岁的车家村门卫厉见祥说，车家村
住户的信息都录入了系统，刷脸就能进出，
同时还会自动测量体温。有客来访，系统会
自动询问，访客报出要访问的村民姓名后，
系统自动拨通村民手机，经村民同意后，访
客就可以通过人脸识别一键开门。

受村民欢迎的还有钉钉原生的智能云打
印功能。疫情发生后，孩子们在家上网课，
打印老师发来的学习资料成为刚需。在志愿
者入户培训的时候，妈妈们几乎是在第一时
间发现了智能云打印这个功能。村里在门卫
室安装了打印机，村民只要在手机上点几下
就能打印，一张只收一毛钱，“价格便宜，

还能随时打印随时取，真是太方便了！”两
个孩子的母亲付先秀高兴地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干部工作
紧张而忙碌，“数字车家村”他们用得最
多。

比如下通知，过去靠大喇叭吆喝，村民
听没听到不知道，后来有了网络，发到群里
但村民看没看到不掌握，打电话、入户则费
时费力，“经常要连打上百个电话，真是头
晕脑涨。”杨晓文回忆说。

有了数字平台，村干部把通知发到全员
群或相关人员群里，群成员已读未读情况非
常清晰，未读的就用电话DING语音通知。杨
晓文说，这样真正做到了消息必达，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2020年7月22日，日照突降暴雨，车家村
的一座小型水库出现险情。防汛抢险小组队
员发现后，立即把情况发到了村防汛抢险群
中，只用了不到10分钟，10几名村干部和36
名志愿者就集合到了现场，及时解除了险
情。“这要是用大喇叭广播，再挨家挨户电
话通知确认，时间可就长了。”孙伟说。

数字平台给工作带来便利，也让村干部
感受到了村民监督的压力。“三务公开”村
民可以随时查阅；以往只有党员和村民代表
能参加的会议，现在通过直播向全体村民开
放，并且能随时回放……村里工作更公开透
明，对村干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接受监督的同时，村干部的付出也通
过数字平台被村民看见。去年水库抢险时，
村民从视频中清楚地看到，冲在前面是村干
部。

变得更加紧密的还有村民之间的关系。
“数字车家村”的村友圈功能相当于车家村
的朋友圈，村民可以在这里晒萌娃、美食、
美景等。村民付先秀和张念丽过去见面就打
个招呼，彼此并不熟悉，因为在村友圈中，
两人经常晒一些家长里短，互相点赞、留
言，渐渐熟悉了起来，现在变成了亲密无间
的好朋友。

村民梁乾更喜欢看村民晒自家庭院的美
图，“看到谁家收拾好了，我也赶快拾掇拾
掇自己家里。”

前景：钱从哪里来 运营如

何可持续

车家村是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建设的试
点，其经验做法被省大数据局发文全省推
广。

“以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着眼点在于城
区，‘数字车家村’把智慧村居建设作为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口，对弥合城乡数字
鸿沟进行了探索。”卢修名介绍，推广“数
字车家村”经验，全省首批将打造300个左右
智慧社区（村居），到2025年力争打造5000
个以上。

“推广建设数字乡村在技术上不存在问
题，关键是钱从哪来。”日照市大数据发展
局规划产业科科长宋亚奇认为。

卢修名说，他们测算过，不用建成车家
村的标准，一个村庄实现能满足老百姓基本
生活需求的智慧化，需要15万元左右，“全
省几万个村庄，这笔钱全由政府投肯定不
行”。

卢修名表示，不能因为智慧村居建设增
加农村的负担，“目前的设想是省里补助一
块，同时要求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市拿出一定
比例的资金投入到村一级，另外鼓励市县财
政进行配套。”

资金问题不光存在于数字乡村的建设阶
段，在运营阶段同样存在：一方面，数字乡
村的技术不断迭代，需要新的投入；另一方
面，数字乡村运营要产生成本，数字乡村建
成后如何可持续运营下去是个难点。

“城市社区相对要好一些，可以找到一
些造血的途径，比如多收一些物业费，引入
一些广告商，但这些方法在农村行不通。”
宋亚奇说，目前数字乡村的运营还是要靠村
集体的投入。

正因如此，日照市确定的数字乡村建设
试点有一个基本条件——— 村集体必须有一定
的收入。

“数字乡村建设必须要投入，而且是真
金白银的投入。”浙江大学（德清）先进技
术与产业研究院数字乡村研究中心主任杜英
森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资金从哪来是个常态
化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解决方法，“比
如，乡村治理可以以政府投入为主，数字乡
村运营可以和运营商一起。”他同时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要充分利用新基建、美丽乡村
建设等已有政策和项目的资金，“比如，要
修一个建筑，可以顺道嵌入数字化；整治河
道，可以增加智慧化监测功能……”

杜英森同时提醒，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投
入，但也要有用实
用：“有的地方花
了 很 多 钱 购 买 设
备，结果根本不见
效，成了摆设，这
种数字乡村建设就
比较片面。”

（本文指导老
师：齐淮东）

实际居住人口100%入库，组织100%在线，人日均使用时长近30分钟

千年古村的数字化生活

□ 本报记者 王建

村容干净整洁，村民生活富裕，全国文
明村车家村一派祥和景象。“数字车家村”
建成后，村里又多了一道“风景”，前来参
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

2月24日上午，村党支部书记孙伟主持召
开村两委会议，研究建设乡村记忆馆，这是
车家村迎接建党100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会
议决定，乡村记忆馆建成后，要把村里用过
的大喇叭放进去，作为乡村文化的记忆来保
留。

行走在车家村，可以感受到数字乡村已
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老百姓日
常的点点滴滴。这其中，大喇叭退役是一个
标志性的事件。

车家村村委会门口，一根水泥电线杆高

高耸立。电线杆顶端，四个大喇叭分别朝向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占据村庄的制高点。过
去，大喇叭是村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大
事小情全靠它来广播。“大喇叭一响就是有
重要事情通知。”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
形成了这种类似本能的反应。

依赖大喇叭的不只是村民，日照经济技
术开发区一位干部说，过去他们下村，如果
找不到村委会的位置，最简单的办法是抬头
寻找大喇叭，“找到了大喇叭，也就找到了
村委会”。

数字平台建成后，车家村用了几十年的
大喇叭陷入沉寂，听惯了大喇叭广播的老年
人并没有感到不舍，他们说的更多的反而是
数字乡村带来的好处。

数字乡村为何能如此迅速赢得村里百姓
的青睐？从车家村来看，关键在于它满足了

乡村治理精细化、现代化的需求，让村务更
加公开透明，能为老百姓提供便利优质的服
务。

当前，各地正掀起数字乡村建设的热
潮。由于条件不同、需求不同，对数字化的
理解也不同，数字乡村建设没有统一的模
式，各地探索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闹景
象。在探索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安装上昂贵
设备实际上没有太大用处的情况，沦为华而
不实的“盆景”。

“数字车家村”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
为充分考虑了老百姓的需求。从中我们也可
以得出启示，数字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便民，
数字乡村建设要把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作为首
要标准，只有这样，数字乡村才有强大的生
命力，才能真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把满足百姓需求作为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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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者者 王王建建 报报道道
图图①①：：车车家家村村数数字字化化农农村村数数字字大大屏屏。。
图图②②：：有有了了智智能能门门禁禁系系统统，，住住户户刷刷脸脸就就能能进进出出。。
图图③③：：村村干干部部召召开开视视频频会会议议，，提提高高了了工工作作效效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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