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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二Ｏ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提高领导干部“数养”与“数智”

数字素养框架是对数字能力进行有效管理的核心工具。数字素养

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能力子系统，基于已有研究，构建面向领导干部

的数字素养框架可以从 3个维度、12个向度来进行指标选择。

一、提升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是加快新型干部队伍建设、推进网络

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举措

提高数字素养是加快新型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数字中国和推进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提升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是全面打造“用

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干部队伍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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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2015 年，《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2017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实施。贵州成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后，京津

冀、上海等七个区域相继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另外，数

博会（贵州）、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建）、智博会（重庆）、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等国际性会议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风向标。大数据

驱动政府治理日益朝着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数字治国的现代化方向

转轨。作为政府治理行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需不断运用大数据优化治

理体系和运行逻辑。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新期待。

二、提升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的路径

1、强化系统思维，出台数字素养发展评估指导框架。把数字素

养战略作为大数据战略的配套战略，制定面向领导干部的专门数字能

力战略。把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作为政府大数据战略实施的人才配套、

人力资源配套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定位。通

过摸清当前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的需求和问题，科学把握领导

干部在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方面的差异性，针对不同级别、不同类别

的公务员构建差异化、立体化、可操作的数字能力素养与技能标准体

系，将数字能力标准纳入干部选拔、任免、培训和考核体系当中进行

系统推进，形成全方位促进领导干部数字能力建设的人事管理体系。

2、强化容错思维，增强数字素养能力提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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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和完善数字素养的组织保障机制，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数字

素养能力提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落实领导主体责任，发挥示范引

领、以上率下作用，层层推进数字素养培育提升工作；要勇于消除不

利于数据获取、分析和利用的各种制度障碍，积极探索新机制、新方

法，避免在培育中出现断层、错层现象；对敢于创新运用数据且成效

显著的领导干部要大胆使用、选树典型；要在组织文化上输入数据规

范、数据尊重、数据安全、数据价值精神，创新组织架构和考评机制，

形成内在认同、外在习惯的良性循环。

3、强化创新思维，完善数字素养评价和考核机制。强化以应用

为核心的数字素养实践、评价、考核机制。一是将领导干部数字素养

考核纳入日常考核体系中，二是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奖励惩戒挂

钩。将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的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管理监督、奖励

惩戒的重要依据，实施知识激励，为学有成效、数字素养高的个人提

供广阔的深造机会，将重科学、懂科技的知识型、复合型人才放到关

键岗位任用，让领导干部数字素养考核机制充分发挥价值，形成提升

自身数字素养和职业素质的内在驱动力。

4、强化平台思维，优化数字素养培训内容和模式。随着国家信

息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信息化培训已无法满足当前数字化的需求。

需要加大培训改革创新力度，为领导干部提供多样化、数字化、自主

化的教育培训模式。一是根据不同岗位特点采取多样化、灵活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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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培训模式。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培训，鼓励领导干部自主开

展数字学习。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5G 等技术手段，发挥“互

联网＋教育”优势，建立健全网络培训体系，搭建和用好网络学习平

台，促进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教育培训信息化，共享优质数字化培训资

源。

5、强化开放思维，丰富干部队伍数字素养招录机制。做好数字

化工作要求政府建立一支强大、专业、有创造力的数字人才队伍。要

提高公务员招录的准入门槛，增加数字素养的评价和考核，确保新进

公务员具备开展数字化工作的基本数字素养。要开放特殊渠道，加大

数字人才的引进力度，满足政府数字化发展的需要。数字人才的引进

不仅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鲜血液和重要助推力，而且能够科学有效

指导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序、快速推进。（原载《领导决策信息》第 2

期，有改动）

许昌市举办市政研企联合创新行动首场活动

2 月 24 日下午，由许昌市科技局、许昌学院主办的许昌学院科

技成果发布暨产学研合作对接会在许昌科技大市场举办。

会上，许昌学院食品与药学院院长王德国博士详细介绍了食品与

药学院基本情况，特别是对学院科研实力进行了介绍；中原学者、许

昌学院食品与药学院教授黄继红做题目为《多组学视角下的精准营养

——麦胚功能蛋白研究进展及产业化应用》的科技报告；张晓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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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华、魏泉增和刘青四位博士也分别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了科技报

告；活动现场，许昌学院食品与药学院还进行了多项科技成果发布与

展示，并与九家企业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许昌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冀伟在致辞中表示，举办此次对接

会是许昌市科技局落实“万人助企联乡帮村”和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的直接体现，也是许昌市政研企联合创新行动的首场活动。

当前，做好政研企联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已经成为科技政策的新趋势。为切实搞好政产学研金工作，许昌市科

技局制订了“1+10+N”行动方案，1就是开展 1场市厅会商工作，在

全面谋划许昌市科技工作的基础上，与省科技厅进行会商，争取科技

厅的支持，上下联动共同推进许昌科技工作新局面。10是举办 10 场

产学研对接会，邀请中科院系统的有关院所结合许昌市企业情况举办

5场高质量产学研对接会，组织许昌市高等院校特别是许昌学院的有

关资源举办 5 场产学研对接会，争取做出实效。N 就是举办多场次的

惠企专题活动，聚焦企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精准培训、创新能力

提升等各项活动。他希望各位企业家能把握好机会，利用好这一交流

平台，顺利实现科技项目和成果的对接，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能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冀伟表示，会后，市科技局将联合许昌学院针对企业和食品与药

学院技术成果的合作意向情况，组织成果所有者与企业开展精准对

接，确保产学研对接活动走深走实。下一步，市科技局还将在调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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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业需求的基础上，陆续组织中科院有关院所、齐鲁工业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有关资源在我市开展产学研对接，以实际行动践行

“万人助企联乡帮村”的扎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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