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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27分） 
1. 现代文阅读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材料一：

智慧城市是一个智慧的有机体，如同人一样，要有能感知采集城市事态数据的“感官”、存
储和思考分析数据的“大脑”、传输往来数据的“神经”、推进各项应用的“肢体”。同时智慧城市
是人、事、物多元融合系统，也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融合的系统。在智慧有机系

统的支撑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及推动城

乡融合治理的引擎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回应社会需求、赋权赋能社会，保障社

会安全和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有机融合的智慧系统，是人生产生活和相关治理的系统，遵从人的价值追求，实现人

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智慧城市不是“0”与“1”组合的、冰冷的信息系统，而是体现人的价
值和追求的、有温度的有机系统。城市智慧化不是便于监督管理人，而是有利于服务人。所以

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不仅要体现为通信系统、数据底座、算力和应用平台建设，更要体现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社的积极成果。

未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基于有温度的智慧城市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市域社会治理平台基于通信“神经”，不仅要连接各个“感应器”，更要连接
各种主体。在政府统筹负责下，各主体共同感知和参与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例如，成都简阳市“大联动、微治理”平台通过实时数据对接、信息共
享和协调联动，推动治理服务向每户、每人延伸，提升公众参与度，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智慧城市建设要重塑整体性结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智治体系，实现智慧感知社会事态，

智慧预知和防范社会风险，智慧辅助科学民主决策，智慧助力精准打击犯罪，以及智慧赋能社

会和服务民生。智治体系的建构，实现数据“聚通用”是基础，以流程再造推进职责体系重构，
以数据运行“整体化”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碎片化”。杭州“城市大脑”打通了交通、卫生健康、基
层治理等10多个大系统，日均协同政府和社会数据1.2亿条，有效推进了治理的整体性。

市域社会治理各项能力的实现，有赖于并要求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治理运行机制一体联动。

在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要完善信息系统和平台，形成准确感知、及时反应、智能预判、科学

决策、协同行动的运行流程，达成市县乡村联动、部门联动、政社企联动、军地联动的整体运

行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人民性、整体性的原则，基于市域社会治

理特定优势和作用，锻造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实的中间环节，坚强有力支撑“平安中
国”建设。

（摘编自李齐《用智慧城市建设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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