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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以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助力为例

黄珠丽　汤 勇　李海琪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摘　要：政务新媒体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思想的引领下，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并凭借低成本、高效率、

强互动等特点逐渐发展成农村社会治理有机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农村社会治理中融入政务新媒体，能迎合农村社会协同治

理的需求，适应政务服务能力升级的要求，满足基层民众社会参与的诉求等。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在强化信息传播速率、畅

通民意表达渠道、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对农村社会治理发挥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地方发展水平不均衡、政务新媒体

的内容供给与需求不比配、互动服务功能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内容供给、完善互动服务能力，

切实发挥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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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2.84 亿人，农

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57.6%[1]；而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

新增网民 742 万人，以 10-19 岁青少年和“银发族”为主，

其中青少年占新增网民的 49.0%，50-59 岁、60 岁及以上群

体分别占新增网民的 15.2% 和 20.8%[2]。这表明网络在乡村

的快速普及和更广泛的年龄层扩展。

互联网技术不断向乡村下沉，政务新媒体介入农村社

会基层治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探究政务新媒体参与农村社

会治理的内在逻辑，科学提出政务新媒体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政务新媒体助力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

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共建共治共享，涵盖合法性、

透明性、参与性等多个方面 [3]，政务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传

播主要聚焦于政务公开、公共服务和公民参与等方面，本文

从农村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政务服务能力向更高层次迈

进以及基层群众渴望参与社会治理的三个方面，深入剖析政

务新媒体在促进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内在逻辑联系 [4]。

1.1 是农村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要求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媒体业态的不断革新，政务新

媒体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凭借低成本、高效率、

强互动等特点，逐渐发展成为农村社会治理有机系统的一部

分。政务新媒体能够迎合农村社会协同治理的需求，适应政

务服务能力升级的要求。

1.1.1 提升政府决策科学性的有力保障。政务新媒体的

强互动性，提供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便捷通道，为农村

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创造有利条件 [5]，有效提高政府决策的

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政务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

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权利结构，为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

挑战和机遇。

1.1.2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平台作

用，吸引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农村

社会治理，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凝聚共识，

增强社会信任，构建社会资本，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社会基

础，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同时可加强对农村基层

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促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和

法治化。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1.2 是推进政务服务能力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重要保障

政务新媒体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是推进政务服务能力向更高层次迈进

的重要保障。

1.2.1 打破信息传播壁垒。发挥信息传播平台作用，能

有效突破时空限制，实时将政策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等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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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传递到农村地区，并进行有效解读，帮助农村居民理解

政策，解决信息不对策问题。同时，作为作为突发公共事件

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引导的重要平台，政务新媒体可以

通过设置议题、引导讨论等方式，引导农村舆论走向，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1.2.2 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通过在线

公共服务，通过优化流程、精简材料、数据共享等措施，实

现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

智能化、便捷化、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

群众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3 是满足基层群众渴望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重要途径

政务新媒体通过提高政务透明度、加强互动反馈、促

进社区治理、拓宽参与渠道以及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参与感，

确实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渴望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

1.3.1 开启群众参与“直通车”。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明确提出要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政

务新媒体通过提供留言评论、征集调查等栏目，畅通在线互

动渠道，依法与群众有效互动，并做好公众留言的审阅和反

馈工作。新媒体还搭建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叙事系统，传播地

方性知识，激发基于空间的治理话题，增进村民对本村公共

事务的感知和理解。不仅满足群众参政议政的需求，还实现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1.3.2 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参与感。政务新媒体能较好的

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

创造力，增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参与感。政务新媒体通过提供便捷的信息发布

和政策解读服务，使群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2. 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助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

在《崇左市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公布 2023 年第四季度全

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普查情况的函》中显示：2023 年

第四季度，全市正常运行的政务新媒体 145 个，其中县（市、

区）、乡镇政务新媒体 95 个 ...... 天等县、凭祥市、江州区

3 个县（市、区）的政务新媒体合格率达到了 100%。表明

崇左市的政务新媒体在县（市、区）和乡镇层面有较高覆盖

率且运行良好，为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助力农村社会治理提供

强力支撑。

2.1 强化信息传播速率。崇左市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利用

政务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政策法规、惠农政策、农业技术

等信息，有效解决了农村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通过图文、视

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将政策信息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农民群

众，提高政策的知晓率和覆盖面。如天等县在“天等融媒”

微信公众号中，开设“乡村振兴”专栏，发布惠农政策、农

业技术、农产品销售等信息，实时传播有关惠农政策，深受

农民群众欢迎。

2.2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崇左市在政务新媒体平台建设

中，通过开通留言评论功能、设置在线咨询窗口、开设民意

征集专栏等措施，达到倾听民意、提供服务等目的。并通过

构建快速响应机制，完善反馈评价机制，加强数据分析应用，

实现问题的跟踪督办，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为政

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如崇左市在“崇左发布”微信公众号

中，开设“微互动”栏目，方便农民群众留言咨询，并及时

回复群众关切；大新县通过“大新微政务”抖音号，发布政

策解读、政务动态等内容，并积极回应农民群众留言评论，

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

2.3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一是在政务微信公众号、网站

等平台开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学习专栏，发布

政策解读、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内容，方便农村基层干部

随时随地学习充电。如“崇左先锋”微信公众号中，开设“乡

村振兴”专栏，发布乡村振兴政策解读、典型案例、经验交

流等内容，并组织线上培训课程，提升农村基层干部能力；

二是通过在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信息，设置举报窗口

等，强化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举报权。同时，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农民群众通过政务新媒体平台对农村基层工

作进行监督，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氛围。如“大新微政务”抖音号中，发布农村基层工作动态、

惠民政策解读等内容，并设置举报窗口，方便农民群众对农

村基层干部进行监督。

3. 崇左市政务新媒体助力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通过对崇左市正在运行的政务新媒体所发布内容和开

设功能，结合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可知，近年来崇

左市着力推进政府新媒体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在助力农村社

会治理工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

综合素质等方面影响，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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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方发展水平不均衡

3.1.1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崇左市与越南接壤，边境线

长 533 公里，涉及多个县（市、区）。由于地形复杂、人口

稀少等原因，部分偏远山区、边境村屯仍存在网络信号覆盖

不全、信号弱等问题，导致政务新媒体在这些地方的使用率

不高。如：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虽然实现了网络覆盖，但

由于基站数量不足，网络信号较弱，村民上网经常卡顿。

3.1.2 基层干部应用能力不足。崇左市部分基层干部受

年龄和自身综合素质的限制，对政务新媒体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缺乏主动学习和应用的意识；且因年龄偏大，对智能手

机、电脑等设备操作不熟练，难以熟练使用政务新媒体平台。

在政务新媒体内容创作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缺乏新媒体

内容创作能力，难以制作出吸引农民群众关注的内容。

3.2 内容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3.2.1 内容更新不及时。根据崇左市大数据发展局公布

的 2024 年第四季度全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普查情况显

示，全市 95 个县（市、区）、乡镇级政务新媒体中，存在

未严格执行信息更新标准的情况。部分乡镇级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在农忙季节未及时发布农业政策、灾害预警或技术指

导信息，导致农民无法获取实时资讯。

3.3 互动服务功能不足

3.3.1 互动功能不完善。部分政务新媒体平台未开通留

言评论功能，或设置了严格的审核机制，导致农民群众无法

自由表达意见，如“大新微政务”抖音号主要以视频发布为

主，缺乏留言评论、在线咨询等互动功能；部分政务新媒体

平台对群众留言评论回复不及时，互动形式单一，缺乏在线

咨询、民意调查等互动形式，挫伤了农民群众参与互动的积

极性。如“崇左发布”微信公众号中部分留言未能及时回复，

甚至存在“已读不回”现象，所发布内容主要以信息发布为

主，缺乏在线咨询、民意调查等互动功能。

4. 政务新媒体助力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4.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务新媒体的应用能力

4.1.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针对边境地区农村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崇左市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本级财政资金允许的范围内，将边境地区农村基层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经费列入政府年度预算，加大对边境地区农村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积极向国家和自治区相

关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等）申报专项

政策支持，争取将崇左市边境地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国家和自治区重点支持项目。如云南省通过申报“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项目、“数字乡村”试点项目、“兴边富民”

行动等国家级专项项目，累计争取到国家专项资金超过 100

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边境地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应用推广、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显著改善了边境地

区农村的网络覆盖率和数字化水平。崇左市可借鉴云南省的

成功经验，积极申报国家级专项项目，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

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推进边境地

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

有力支撑。

4.2 优化内容供给，增强政务新媒体的吸引力

崇左政务新媒体需从“单向宣传”转向“需求驱动 +

服务赋能”，通过精准选题、形式创新、生态构建、文化赋

能四维发力，打造“看得懂、用得上、愿意转”的内容体系，

最终实现政策落地、农民受益与平台活跃度的多重提升。

4.3 完善互动功能，提升服务水平

崇左市政务新媒体需通过智能化工具升级、跨境化服

务拓展、场景化活动设计，构建“问需于民—快速响应—精

准服务—持续优化”的闭环体系，最终实现“群众诉求解决

在指尖、边境服务延伸到国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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