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智能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和智慧社区建设的有力支撑。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智能城市、智慧社区
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市场基础作用和社会协调作用，形成政府、
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体系，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格局。如果说从科室办公到一站
式服务办公是社会服务和城市管理的第一
次革命， 那么网格化是又一场更深刻的革
命，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北京是网格化智能
体系构架树立了起来， 从而使政府服务越
来越精准、管理越来越精细。

宋贵伦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社区治理
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完善多元共治的农村
社区治理结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
农村基层的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为乡村治理体
系的改革和完善指明了方向。第一，在法治
的框架内充分发挥村规民约、 公序良俗的
作用；第二，要发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第
三， 探索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
村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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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联动”推进首都共建共治共享
这十年来我们通过探索实践实现了三

社联动的政策制度化、实物理论化、服务标
准化、治理专业化、思维一体的建设目标。
从 2013 年以来连续投入专项资金近 3 千
万，先后购买了 151 个项目，涉及全市 306
个街道，950余名专职社工和 280余名的专
业督导参与到三社联动。 我们把一些事务
性、辅助性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
务可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让渡给社会组织
来做。 让社会组织去团结凝聚社区居民共
同来做，发挥他们专业性的优势，使这项工
作科学规范地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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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
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 第一就是要

加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第二要加强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建设； 第三
是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第
四是要加强社会生态服务体系的建设 ；
第五是要加强社区治理的体系建设。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 要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
自治良性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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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智能社区治理与服务多样化探索
在智能社区治理服务上，天津进行了

多样化的探索。第一是智能养老服务，目前
开展智能居家养老的企业和机构已经超过
80 家，落地社区 212 个。 依托智能居家养
老服务专业委员会， 扶持企业和社会组织
开展线上线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第二
是在中心生态城探索构建了由电子市民中
心系统、社区居民诚信系统、民情系统组成
的智能生态三系统。 第三是探索智慧泰达
升级版， 充分运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为
居民和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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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化手段推进社区建设
理解的智慧社区它一定是集居家生

活、邻里社交、物业服务、政务服务和社区
管理的一体的智能环境。 首先是全面的融
合，包括技术手段的网络融合、数据融合、
服务的融合。第二需要便捷的感知服务，它
应该用智能化的手段， 利用移动互联网的
优势，将居民需求的服务、资源、消息及时
推送给居民。第三是数据驱动的生态，它一
定是基于百姓的行为数据、 需求数据来构
建一个精细化的数据管理的模型。 第四非
常重要的一点需要通过活动运营、 用户运
营和应用运营等等各种的运营方式让这虚
拟的社区平台必须要活跃、必须要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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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与社会工作

史柏年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

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已
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何顺
应这样的时代发展，迎来创新和发展，这
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 利用信息化技术引入大数据
分析指引行业发展。 基于现代技术建立
的大数据平台， 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整
个地区不同人群的数量、分布、问题和需
求， 对于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在整个地
区的规划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
值。而且大平台提供的数据是动态的，这
样就比较有利于我们社会计划的及时更
新和完善。

第二， 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工
作服务模式。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实际
上为我们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方法提供
了一个创新的机遇。

以个案工作为例，在信息技术的支撑
下， 社工和服务对象可以通过微信、QQ、
邮件、视频等进行互动，就是说在不同距
离、不同时空的人们都可以开展互动。以小
组工作为例， 可以以微信群、QQ 群的方
式，将地域跨度比较大或在不同时空下的、
具有相同问题和需求的人员集合起来，通
过专业的方法引领其自助和互助。

第三， 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远程培
训或督导。 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线
上会议、 线上培训、 线上督导这样的功
能， 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的教
育和情感的支持， 使他们能够提高专业
技能，更好地服务民众。

第四， 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公众认
知度和社会影响力。在信息化时代，我们
应该善用科学技术， 通过互联网把社会
工作的专业知识、社会工作的服务链接、
服务成效传播到更广大的民众中间去，
让他们了解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
务，我们的服务可以达到怎样的效果，这
样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
度和认同度。

总之，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
工作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
要善用这样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呼吁社
会工作的从业者和现代网络技术的开发
者、研究者一起携起手来，利用现代的技
术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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