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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新篇章

区块链技术赋能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区块链技术联动协同、共
识机制、公开透明等特点，与
社区治理共商、共建、共治、共
享的理念高度契合。都江堰
市委社治委以每月高龄补贴
认证为突破口在灌口街道南
桥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区
块链”试点，运用区块链技术
赋能社区治理，有助于高效调
动社会力量，凝聚社区多元治
理合力，提升治理智能化、精
细化、法治化水平。

接下来，都江堰市委社治
委将继续探索区块链技术赋
能基层治理，致力于打造更多
惠民、利民、便民的民生服务
场景，最终整体提升社区的治
理效能。

华西社区报记者刘俊

今年86岁的刘

大爷户籍所在地为

都江堰市灌口街道

南桥社区，最近几

年，老人一直居住在

重庆子女家中。以

往老人领取高龄补

贴，需要进行一月一

核验的“视频打卡”，

繁复的验证过程让

老 人 和 家 人 很 头

疼。自从社区的“智

慧社区+区块链”场

景应用正式上线后，

繁琐的流程大大简

化。“如今方便多了，

我自己在手机上也

能 很 快 地 操 作 完

成。”刘大爷说。

近年来，都江堰

市委社治委以每月

高龄补贴认证为突

破口，探索区块链助

力社区治理，选择灌

口街道南桥社区为

试点，通过建设都江

堰社区智慧服务平

台，打造区块链技术

赋能社区发展治理

新场景，纾解社区老

龄服务痛点、难点，

助力社区减负提能，

打通信息数据孤岛。

智“链”社区探索智慧治理新路径

南桥社区位于都江堰景
区核心地带，社区老龄化程度
突出，原住民多又外迁，游客
服务需求体量大，社区的发展
治理工作一直都面临着服务
人群多元、治理难度较大等问
题。

据社区负责高龄补贴认证
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整个南桥社
区登记在册享受高龄补贴的居
民共有300余人，好多老年居民
都曾向社区反映过验证难的问
题。针对居住在外地的居民，社
区以前采取的核验方式是每个
月通过视频电话或者是由其本
人用水印相机拍照提供核验依

据，流程较为繁琐复杂。如今，
从居民需求出发，依托以区块
链技术搭建的智慧社区应用
平台，社区为老人们“验证打
卡”找到了更为便捷的办法。

“南桥智慧社区应用平台
开发出每位居民专属二维码，
通过扫码即可认证。此外，他
们还可以在手机端打开天府
市民云APP，进行自我人脸识
别认证，实名认证成功后，社
区后台也会自动接收到认证
信息。”南桥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道。

在区块链技术搭建的智
慧社区应用平台上，认证过程

只需1分钟，减少了社区居民
信息的多轮审核校验程序，社
区高龄老人享受到更好的服
务体验。为居民搭建的云端
智慧服务场景还设置了他人
帮助认证功能，最大程度地减
轻社区对居民信息的重复统
计、多轮审核和多端上报工作
症结，实现了让老年群体“放
心办”“云端办”的贴心服务。

南桥社区“智慧社区+区
块链”场景的应用，成功解决
了南桥社区高龄补贴认证问
题，纾解了社区老龄服务痛
点、难点，有效助力社区减负
提能。

A 问需出发“上链”

聚焦社区老龄服务场景

每月高龄老人认证，需核
实老人情况，向不同部门重复
提交资料信息，核对信息、复
审占用了社区工作者较多的
时间和精力，也给社区居民造
成负担。在社区信息化建设
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信息孤岛、
数据不能互通的情况。

都江堰市委社治委坚持
民生需求导向，借“智”都江堰
市区块链“创新场景实验室”
产业集群资源，结合调研收集
的社情民意，选取社区高龄补

贴认证这一典型的政府、居
民、企业（医院）多方协作服务
场景“上链”。通过社区专项
激励资金“投入+撬动”模式，
招引国内区块链行业头部企
业、社区社会组织深度参与，
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社区
发展治理的协作共赢格局。
同时选取灌口街道南桥社区
作为首批“社区治理+区块
链”服务场景试点社区，因地制
宜开发服务内容和操作模块，
有序推广应用服务新场景。

在场景搭建中，通过“存
证技术”“数字身份”“监管数
字化”等路径，构建起部门间
信用闭环，打通数据互通不及
时、交流反馈不彻底的工作障
碍。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实
现在手机端完成自我认证。
根据验证凭证真实且不可篡
改的特点，社区可直接下载，
选择对应部门完成导出上报，
实现同一凭证在多部门间通
行使用，构建起部门间信息、
数据协同处理工作平台。

高龄认证服务场景登录
都江堰市民云特色门户和试
点社区频道，实现了民生服务
多元主体的“强强联合”，为全
域赋能推广奠定了技术支
持。同时，都江堰市委社治委
不断优化老龄服务场景质效，
同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打通
小区智慧门禁、车辆道闸等

“立体智慧安防系统”数据融
合，探索在小区（院落）内部实
现老人“无感认证”。此外，借
助社会参与力量，都江堰市委
社治委引入多元社会主体，延
展更多社区治理与居民服务
场景，在充分保障居民个人信
息安全的前提下，共建可追
溯、可监管、信息多方互证的
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集成打
造社区智慧治理生态圈。都
江堰智“链”社区的步伐正不
断扩大。

“南桥社区老龄服务场景
的试点，是都江堰市委社治委
在智慧赋能社区治理上的一
次重大创新，也是都江堰市区
块链‘创新场景实验室’的一
次重要实践。”都江堰市委社
治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高龄无感认证。

B 智慧治理“固链”

切实推进基层减负提能

C 放开合作“强链”

打造智慧治理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