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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

孟建柱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设，推动社

会管理向党政主导、社会共治的社会治理转变，不断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

化、现代化水平。

要提升社会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平安建设；发挥好社会组织协同作

用，最大限度激发平安建设内生动力；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夯实平安建设的

根基；发挥好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努力为平安建设提供力量源泉；发挥好新媒

体作用，凝聚起平安建设正能量。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同志2014年11月3日在深化平安中国

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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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建设高度重视，提出了建设平安中国的

战略目标，明确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总体思路，

对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创新社会管

理”“加强社会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深

化社会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

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推进多层次多

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表明党中央对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如何深化改

革、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路线图更加清晰。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

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设，推动社会管理

向党政主导、社会共治的社会治理转变，不断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现代

化水平。

提 升 社 会 治 理 理 念 ， 引 导 社 会 各 方 面 参 与 平 安 建 设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

挥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

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有的地方通过制定行政事务“禁入清单”和社区拒绝行政事务“负面

清单”，划清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的边界，提高了社区自治能力；有的通过政策

引导、资金扶持，形成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了服务群众、

解决诉求、化解矛盾的水平。这些创造性探索，顺应了社会治理发展大势，对深

化平安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我们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公益岗位等多种办法，引导

社会各方面参与平安建设，不断提升平安建设能力。

发挥好社会组织协同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平安建设内生动力。一个治理有效的

社会，必然是责任共担、风险共治的社会。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社会治理政策

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沟通、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

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有的地方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对社会组织进行机构、项目、

能力孵化；有的建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

解、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等平安建设工作；有的依托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引领同类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平安建设。

我们要总结推广这些经验做法，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使其成为

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履行好行业自律和专业

服务职能，发挥好社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为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等构建制度化渠道。要把适

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矛盾纠纷调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防控等平安建设

任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交给社会组织去办，让他们在平安建设中更有作为。

发 挥 好 基 层 自 治 作 用 ， 夯 实 平 安 建 设 的 根 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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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

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

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有的地方建立健全基层自治机制，发挥好党组织领导和村民自治章程

的作用；有的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都按照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决议的程序进行

决策，并对过程和结果实行公开，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我们要总结推广这些做

法，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影响力，使其成为服务群众、化

解矛盾的坚强战斗堡垒。

我们要加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

各方面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政府社会治

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贯彻村(居)委会组织

法，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

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

实践，切实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为深化平安建设奠定基础。

发挥好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努力为平安建设提供力量源泉。毛泽东同志在建国

之初就指出：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

好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平安建设是亿万人

民自己的事业，更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推广“枫桥

经验”，搭建多样化的群众参与机制，努力形成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

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平安奥运、平安世博和上海亚信峰会、南京青奥会等

重大活动安保工作，大力加强平安志愿者、社会工作者、义工、群防群治队伍建

设；有的在社区建立“对对碰”平台，依靠社区居民自己协商解决有关矛盾和问

题；有的创造“网上枫桥经验”，推动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

我们要把群众工作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引导群众依法通过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预防、妥善解决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要积极推进群众工作群众做，动员群众自己组织起

来，解决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矛盾和问题。要把“脚板走访”与“网络对话”结

合起来，提高新形势下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发挥好新媒体作用，凝聚起平安建设正能量。新媒体时代，良好的舆论环境对

舒缓公众情绪、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近年来，一些地方高度重视网

络平台和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建设，利用其加大对平安建设的宣传力度。

我们要总结推广这些经验，坚持一手抓法定职责履行、一手抓新媒体时代社会

沟通能力提升，努力营造平安共建、和谐共享的良好氛围。要抓住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融合发展机遇，树立主动宣传、深入宣传的理念，运用群众喜闻乐见方式，

讲好平安故事，提高公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