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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

节。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呈现东中西部效能递减特征，西北边疆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

及人才流动等制约因素影响，导致其数字治理水平相对而言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对此，本文通过阐述少数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治理的特殊性，以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为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进而探究少数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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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Digital China strategy advances, the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have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Currently, China's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exhibits a decreasing 

efficiency from east to west.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s and southwester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re constrain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mobility, leading 

to relatively lagging digital governance levels compared to 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using Zhenyuan County in Pu' er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 ies in these regions and explor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such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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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面临双重矛盾，技术可用性与治理适配性出现失衡，直接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迭代，还需破解民族地区特有的治理逻辑。基于此背景，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已超

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本文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构建兼具现代性与

民族性的基层数字治理范式，以期为破解“数字鸿沟”提供理论参考。

一、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的特殊性

（一）政治权威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双重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着政治权威结构与治理体系

的双重性挑战。一方面，基层政府需坚决贯彻国家统一的政策法

规，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代表国家行使政治权威，确保中

央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地实施，这是国家治理统一性的要

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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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政治文化与传统权威结构，基层政府在治理中需兼顾这些传

统权威，将其纳入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政治权威与传统权威的有

机融合。

（二）治理内容的复合性与敏感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内容治理内容相互交织，且任何

一项工作的失误都可能引发民族矛盾或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治

理的敏感性。从经济层面看，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偏远山区、草

原或边境地带，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较为滞后，且存在产业结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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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问题，基层政府需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促

进就业创业，同时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产业，以实现经济

与文化的协同发展；在社会层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复杂，

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基层政府

需要针对这一方面进行积极协调，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

定 [1]。此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基

层政府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基层政府必须精准对接各民

族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公平优质且贴心的服务，切实保障各民

族群众的基本权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增

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在文化层面，少数

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基层政府需承担起文化保护与传

承的责任，同时又要引导各民族群众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避

免文化冲突与隔阂。

（三）治理方式的协同性与适应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协同性，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对

多方资源与力量的整合方面。基层政府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

格局，与上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各民族群众代表等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例如在扶贫开发项目中，基层政府需与上级

扶贫部门对接政策与资金，联合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教育，开展医疗帮扶项目，同时充分听取各民族群众意

见，共同制定和实施扶贫方案。治理方式适应性则要求基层政府

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与方法。不同

民族地区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基

层政府需因地制宜，采用符合当地特点的治理方式，避免“一刀

切”的做法，以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治理目标的双重性与长期性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具有双重性与长期性。一方

面，双重性体现在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一般

性治理目标，又要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等特殊目

标。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提高各民族群众

的生活水平，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不能以牺牲

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和传承少数

民族优秀文化，维护生态平衡 [2]。另一方面，长期性则源于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制约，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贫困、教育落后等问题难以在短期

内彻底解决，这就需要基层政府持续投入精力，制定长远规划，

稳步推进各项治理工作，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长

治久安 [3]。

二、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案例分

析——以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为例

（一） 5G 网络与智能感知体系全域覆盖

镇沅县将5G 网络建设作为数字治理的新基建核心，截至2025

年已建成697个5G 基站，实现县城、乡镇政府驻地及行政村5G

网络全覆盖，村民小组覆盖率达90%。高密度网络布局为智慧平

台运行提供了底层支撑，古城镇河西村依托中国电信5G 网络搭建

的数字乡村智慧平台，整合119路 AI 摄像头形成全域监控网，覆

盖村民小组主要出入口及重点区域，实现人车流动的实时感知与

智能分析。2024年，在哈尼族十月年等民族节庆期间，该平台通

过人流智能统计功能，精准掌握16万人次游客动态，为当地的交

通疏导以及安保部署提供数据支撑，使大型活动期间盗窃和纠纷

类警情同比下降37%。此外，在消防领域，镇沅县智能感知设备

的部署突破了传统人防局限，建立“视频监控 + 红外热成像”双

模预警系统，对全县重点林区实施24小时监测，通过 AI 算法自

动识别火源点，将火情处置响应时间从人工巡查的2小时缩短至

15分钟。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则实时追踪 PM2.5、秸秆焚烧等污染

源，2024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8.6%[4]。

（二）“一网统管”重构治理流程

镇沅县构建的数字乡村智慧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整合智慧

党建、平安乡村、村务政务、网格化治理等六大功能板块，通过

数据中台打通公安、交通、环保等12个部门业务系统，形成跨部

门数据共享机制。河西村监控数据实时推送至乡镇派出所综合治

理平台，为突发事件处置提供可视化支撑。2024年，派出所通过

该平台远程处置酒后滋事事件17起，平均处置时长较传统模式缩

短40%。另外，平台创新推出的“随手拍”功能，让群众从治理

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村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环境卫生、房

屋安全隐患等问题，系统自动生成工单派发至责任网格员。在茶

王社区环境整治中，居民通过该功能反馈私搭乱建线索23条，社

区依托平台数据快速定位违规点位，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专项整

治，拆除违章建筑12处，清理垃圾死角8处，使社区环境满意度

从65% 提升至92%，这种“问题发现 - 工单流转 - 处置反馈”的

闭环机制，有效解决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三）数字工具建立政民互动模式

镇沅县开发的数字镇沅微信小程序，将政策宣传、村务公

开、民意采集等功能集成于移动端。村民通过村码即可访问党群

服务中心、集体经济、养老服务等八大板块。在碌碡坪村，村民

通过小程序查询三务公开信息318次，申请就业咨询、户厕维修

等便民服务58人次。特别是针对脱贫户开发的户码系统，整合家

庭收入以及医疗保障等12类数据，使帮扶对象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99%，政策落实效率提高60%。除此之外，镇沅县设置的金茶叶

积分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村民只需通过完成微心

愿、参与志愿服务等行为获取积分，即可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

品。在2024年“美丽庭院”创建活动中，326户家庭通过小程序

提交改造方案，累计获得积分奖励1.2万分，带动庭院绿化面积新

增2.3万平方米。镇沅县以“服务 - 参与 - 激励”的正向循环方

式，使基层治理从政府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共治 [5]。

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的完善，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

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投放，为数字治理提供底层支撑。

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数字通信网络体系。基层政府应积极争



经济与管理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06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联合通信运营商制定差异化网络建设方

案。一方面，在人口聚集区、交通要道、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优

先部署5G 基站与千兆光纤网络，满足政务服务、智慧旅游等场

景的高带宽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偏远牧区、边境村落等信号盲

区，采用卫星通信、低轨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便携式终端设备

实现网络覆盖，确保基层治理信息实时互通 [6]。

二是打造“一网统管”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基层政府需以

“一网统管”为目标，整合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系

统，构建统一的数据中台与业务协同平台。通过制定数据采集标

准与共享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人口、土地、资源等基础数

据的动态更新与跨部门调用。同时，开发多语言版本的移动端应

用，支持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手机办理社保、医保、教育等高频事

项，并提供语音导航、图文翻译等辅助功能，降低数字鸿沟对公

共服务获取的影响。

三是推动基层治理场景的数字化改造。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

理需结合地域特色与实际需求，将数字技术嵌入具体场景。在生

态保护领域，利用物联网传感器与无人机巡检技术，对草原退

化、森林火灾等风险进行实时监测与预警；在文化传承领域，通

过3D 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对非遗技艺、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进

行数字化保存与展示，并开发线上文化体验平台，吸引年轻群体

参与传承；在民族事务管理领域，建立民族关系监测数据库，运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潜在矛盾风险，推动矛盾纠纷的早期干预

与精准化解 [7]。

（二）深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人的数字化能力建设。深化

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需立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差异、教育

水平不均衡等特殊性，构建分层分类、多语种覆盖的培训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主体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应用”转变。

第一，开展基层干部数字治理能力专项培训。少数民族地区

需制定分层次、模块化的培训方案，针对领导干部重点培训数字

战略思维与数据决策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实地考察等方式，增

强其对数字治理趋势的把握；针对一线工作人员，开展政务系统

操作、数据分析工具应用等实操培训，并设置模拟演练环节，提

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实施群众数字技能普及工程。基层政府需联合教育部

门、社会组织与科技企业，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普及机制。在

中小学阶段开设数字素养必修课，融入编程基础、网络安全等内

容，通过课后服务开展机器人竞赛、数字创意设计等活动；在社

区层面设立数字技能学习角，提供智能手机操作以及移动支付等

实用课程，并安排志愿者“一对一”辅导；针对老年群体，开发

大字体、语音播报功能的适老化应用，并通过子女反哺、邻里互

助等方式推广使用。

（三）优化数字治理制度与文化生态

一方面，完善数字治理的制度规范与标准体系。基层政府应

制定《数字治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明确数据采集权限、使用

边界与安全责任，并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涉及民族宗

教、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实施重点保护，同时制定政务服务数字

化标准，推动跨省通办等改革落地。另一方面，构建多方协同的

数字治理参与机制。基层政府应搭建数字治理议事厅等平台，邀

请村干部、宗教人士、企业代表等共同参与数字项目规划与评

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决策过程透明化，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开

发民族语言版本的数字治理工具，支持企业参与智慧乡村以及数

字文旅等项目建设，形成“政府购买服务 + 企业技术支撑 + 社会

力量补充”的协同模式 [8]。

四、结语

基层政府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积极探索出契合实

际的数字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探索与实践，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

府数字治理能力将持续提升，为少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和繁荣稳

定筑牢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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