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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我区基层填表报数难题的对策建议 
 

数据已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资源要素，是现代治理

中的战略资源和基础支撑。基层，作为省域治理体系的基石，

承担着数据治理的核心任务。然而，目前我区基层数据多头

重复填报现象突出，亟需通过打造一体化基层智慧治理平

台、优化数据循环机制、打造好用实用数字应用场景、提高

基层数字素养等举措，提升基层数据应用效能，解决基层数

据治理中“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助力推动我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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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基层填表报数面临三大关键问题 

（一）基层数据采集效率与规范性不足 

基层数据采集智慧化水平较低。从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挂载的数据资源目录来看，全区各县（市、区）数

据资源目录总数达到 9573 项，其中目录对应的数据资源提

供系统多达 586 个，超过 60%的目录数据依赖手工制表进行

共享1，易受人员差异化等因素影响，导致基层数据质量和可

用性参差不齐。数据多头重复填报现象突出。以我区某脱贫

县今年 1—9 月份填表统计为例，6 个县级业务局共需要采集

数据填报 575 种报表，其中 16%通过微信、邮箱、系统等渠

道重复报送，35%重复录入“人、地、事、物”等基础信息，

填表报数超过 3000 份2。全区数字应用集成化程度不高，现

有数据难以实现有效的共享和流转，数据采集距离“数据一

次录入、多层应用”以及“最多采一次”仍存在显著差距。 

（二）基层数据共享便捷与有效性有待革新 

基层承担各条线部门业务系统数据录入工作，但普遍难

以留存所需的数据。当需要使用数据时，基层仍需向上级部

门提出申请。从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挂载的数据资

源目录来看，超 53%县（市、区）的数据资源目录数量低于

100 项，基层数据“单向流动”现象已成为常态。从县（市、

区）申请数据资源共享情况来看，44%县区级向自治区、市级

申请过数据资源共享，申请共享目录数量普遍低于 25 项 1，基

层数据应用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数据要素价值亟需激活。 
                                                        
1 数据来源于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统计截至 2024 年 9 月。 
2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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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应用与基层实际需求契合度不高 

基层在用的垂管系统大多从垂管业务部门自身需求进

行建设，功能设置与县乡等基层日常工作不相符，基层政府

难以借助它全面掌握辖区数据，普遍存在不适用、不好用又

不得不用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国家、自治区及市级各部

门在某县所推行的业务应用系统超过 20 个 2，但这些系统多

数聚焦于数据采集和上报功能，在建设过程中未充分考量基

层单位对于因地制宜的功能拓展及数据综合应用等方面的

实际需求，缺少面向基层的需求跟踪和反馈机制，全区基层

数字化应用尚未形成“基层反馈—条线部门改进—基层应用

—基层再反馈”的良性循环。 

二、推进我区基层填表报数效能提升的对策建议 

（一）打造一体化基层智慧治理平台，构建涵盖多领域

的协同治理体系 

一方面，在自治区层面统一规划建设基层智慧治理平

台。以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为基础，建立统一的

数据标准以及数据共享的机制与载体，纵向打通、横向整合

各部门职能，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

同时，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平台与党建、经济运行、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政务运行等七大领域系统

有效衔接，整合集成一切可用的治理资源，形成基层治理“一

张网”。另一方面，建立“党委领导、组织部门主管、数据

部门主抓、多部门协同、街道社区共治”体系架构。围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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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字治理的总体任务，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清单、任务

清单与考核要求，形成“责权分明、目标一致、分工明确”

的多部门合作机制，推动基层由条线多头管理向属地综合治

理转变。 

（二）优化数据循环机制，推动基层政务数据融通 

首先，完善基础数据采集归集机制。以统一地址地图为

基础，按照市、区、街道、社区、网格等管理层级精准划分

“责任田”，将人口、法人、房屋、事件等基层治理基础要

素“落图进格”，形成支撑基层治理的“块数据”。其次，

推进乡镇（街道）数据资源建设。借鉴浙江省提出的“数据

回家”模式，向乡镇（街道）、乡村（社区）开放数据调用

和维护的权限，搭建基层“数据仓”，打通条线壁垒、实现

基层数据的规范化汇聚与价值化应用，破解基层数据采集

“可报不可用”问题。最后，构建数据“内外双循环”更新

机制。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促进乡村（社区）、

乡镇（街道）、业务部门之间数据互通和共享。以数据安全

为底线，在县（区）内实现“小循环”基础上，推动自治区

—市—县（区）的数据“大循环”，保持不同层级间数据变

更的同步性，促进数据要素在自治区、市、县（区）、镇（街）、

居（村）流动和应用，实现“采核一次 全网共享”。 

（三）打造好用实用场景，推动基层数据应用提质增效 

首先，推进基层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聚焦城镇管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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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安隐患等基层治理重点领域，从基层急难愁盼的需求出

发，整合相关治理事项为高效联办、闭环运转的“一件事”，

推动基层数据应用效能最大化、采集负担最小化。其次，加

快轻应用开发及赋能。打造“一键拖拽”的基层便捷应用工

具，以“低代码”方式推动构建涵盖民生服务、营商管理、

应急管理、平安建设等各类应用服务的基层治理应用生态，

为基层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数字解决方案，激发基层创新能动

性与工作激情，破除“心有余而力不足”窘境。最后，完善

双向沟通机制。建立政府部门上下级纵向纽带，开放自下而

上的数字场景诉求传达渠道，允许基层向上级递交数字化工

作诉求，扭转既往“实战不管用、基层不受用”难题。建立

以数字需求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赋予基层干部数字场景评议

权力，确保数字场景的设计能够贴近基层实际，满足基层治

理的现实需求。 

（四）提升数字素养，夯实基层数字化治理主体能力 

一方面，加快制定基层数字化人才发展规划。推进基层

治理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基层治理数

字化专业人才，增加人才的有效供给，形成集聚效应，使基

层干部人才队伍的发展与数字化时代发展相适应。另一方

面，加大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力度。根据基层干部的不同职

责、数字化知识、技能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数字技术培

训体系，将培训内容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提升基层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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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工具使用能力，打造能够运用数字技术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干部队伍。 

 

（执笔人：邹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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