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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工作什么时候开始？怎样重建？这是灾后社区工作者经常被居民问到，却

又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答案。新闻媒体的采访反映出灾区居民对自己家

园重建信息的迫切需求。 

目前灾后社区重建的一个最急需、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灾后社区的信息汇

聚工作。当家园震垮、人员四散、信息不通、重建前景不明之时；当全国人民伸出援助

之手，希望看到自己的捐助用到灾区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之时；当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机

构迫切需要灾后社区居民的准确信息之时，如果再依靠已经残缺不全的组织和支离破碎

的个人信息来完成上述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非常急迫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灾后社区重建。信息

技术并不需要将主要设施安置在灾区，但却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比如固话、移动通

讯、电视、网络等），依靠重新组织起来的社区工作者，把高度分散的灾后社区个人信

息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全社会共享。这对统一的灾后重建工作、持续的灾后救援救

助计划、教育培训计划、灾区居民和全社会对灾后重建的信息共享、社区共建、共治，

有着极其重要、重大、长远的社会意义。 

一、建立社区基础数据库，保证科学决策，让灾后社会重建和救助惠及每一

个灾民 

首先要建立以区县为单位，基于居民个人多方面信息、原地域社区地理信息和驻区

单位信息的社区（街居、乡村）基础信息库。信息的采集一方面依靠社区工作者对灾区

居民和组织的面对面了解，另一方面依靠各类社会机构、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信息整

合，汇聚起基于原地域社区的基础信息库。 

受灾社区居民个人信息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内容：年龄、性别、户籍情况、政

治面目、社会职务/职称、社区职务、伤亡伤残情况、目前居住地、就学情况、劳动就业

情况、家庭完整情况、房屋损坏状况、灾后财产损失情况、已接受援助/救助/保险理赔的

基本情况、对继续接受援助和救助的需求情况，等等。 

受灾社区地理空间信息可以包括：本社区所辖地区农林损失情况、铁路、桥梁、河

流、公路、山体、水系、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等实际损失和可能的持续的破坏情况统计、

灾后重建所需工程量统计等。 

受灾社区驻区单位情况可包括：原驻区单位名称、组织性质、有无上级单位、工作

人员数量，受灾情况、灾后自救能力、社会援助与救助的需要、灾后恢复工作的条件

等。 

基于原地域社区的基础数据库不同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数据库。前者是基于地域性

社区居民个人的完整信息，而后者则是基于部门工作需要、居民个人的片断化信息。如

果政府要想掌握完整、全面的信息，对灾后重建进行科学指导，就必须将两种信息整合

起来，也就必须立即着手建立最紧迫的社区基础信息库。没有基于社区和个人的较为完  



整的基础信息，就很难对灾后重建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很难让社会救助和社会援

助公开透明并惠及灾区每一个居民百姓。 

二、建立社区信息平台，实现灾后社区重建的共享、共建与共治 

建立以区县为单位的社区信息化平台，是尽快实现全社会参与灾后重建的有效途

径。 

政府可以考虑请有多年社区信息化建设经验的公司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建设以区

县为单位，包括街居、乡村各级组织在内的社区信息化平台。在社区基础信息库基础

上，开设灾区门户网站、社区网站和呼叫中心。建立社区信息化平台，具有多方面的意

义。 

首先，让目前极度分散的信息汇聚起来，实现有权限设置的全社会信息共享。 

其次，通过信息化渠道，让灾区居民联通全社会，使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灾区的

普通百姓全部联通联动起来。让孤儿不孤，老有所养、按需援助，共建灾后新家园。以

网站和呼叫中心为信息渠道的社区平台建设，是支撑社区组织重建的基础设施，是灾区

居民面向全社会求助求救的信息通道。 

第三，通过社区信息化平台，可以利用信息手段建立起灾区的社区党建网络、社区

工作者网络和志愿者网络。使受灾后因交通阻断而导致的组织联络中断，通过网络重新

建立起来，全面恢复灾区社区党组织和各类组织的正常工作。 

第四，社区信息化平台是一个全民参与救灾援建的互动平台。受灾社区与居民、政

府与社会机构、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全国关心灾区的居民百姓，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流

分享信息、共同为灾后重建出谋划策。使灾区居民可时时了解自己最熟悉的社区基本情

况、政府当前政策、灾后重建的每一步设想、社会援助情况等；政府、社会机构、志愿

者、企业可以及时了解受灾社区和居民的真实情况、感受和需求；灾区重建工作从设计

方案、调配物资、组织施工、建后评估等各个环节，可以实现全民，特别是灾区居民对

家园重建的全过程参与。可以说，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是实现“多难兴邦”重要的公共

基础设施。 

第五，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是实现转变政府职能，持续完成灾区重建各项目标的重

要基础性社会建设。灾后社区重建任务不是任何一个部门的职能可以全部囊括的，它是

以地域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为引导的。而社区的需求、社区居民的需求是因地因

人而异的，因此灾后社区的重建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建设工程，绝不仅仅

是土木建设工程。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涉及千家万户的系统工程，只能借助信息

技术来实现。 

为了实现灾后社区重建的远景目标，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建设受灾社区的信息系统，

建立基础信息库，通过最实用的信息渠道实现灾区的信息联通和社会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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