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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制约因素

（一）理念制约

一是对基层党建认识肤浅。对“抓好党建就是

最大政绩”理解不深，没有认识到基层党建在社会治

理乃至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潜意识中把党建看

成“虚功”，不愿投入足够精力抓党建或者“就党建抓

党建”。二是对社会治理理解模糊。管控的思想根

深蒂固，认为“管理”和“治理”仅是文字上的差别，仍

然用管理的思维看待社会治理。或者受西方治理理

论的影响，把社会治理简单地看成多元主体的自治

活动，缺少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引导意识。三是不能

准确把握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涵。在思想中割裂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到党建在

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龙头工程角色。或者用“包办”代

替“引领”，把党的引领异化为“包揽一切”，导致党和

社会关系的变异。

（二）体制制约

一是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社会治理

中仍然充当“万能政府”的乡镇和街道，责任和权力

严重不对等，权小责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有责无权，承

担着诸如环境治理等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又不具

有相应执法权。二是党建工作体制不完善。在制度

设计上，基层党建还更多偏向于权力控制而不是着

眼于社会建设。此外，基层党建带动“两新”组织的

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三是公众

参与体制不健全。实践中相关制度还不科学不完

善，存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组织不力、

效率不高等问题。

（三）能力制约

一是基层党组织。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组织力、影响力、号召力不强，难以有效引领社会治

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存在本领恐慌，尤其是农村

基层党员年龄老化，对纷繁芜杂、快速发展的社会不

适应，缺少治理手段和方法，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二

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庞大，但发展不均

衡、成长不充分。不少社会组织还没有找到合适自

身的创新发展方式，一些社会组织行政色彩浓厚，运

行管理不规范，缺少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三

是社会公众。整体上看，社会公众市民化程度不高，

对政府主导社会建设存在依赖性。他们不仅治理社

会的主体意识淡薄，而且参与社会建设的知识和技

能都相对匮乏。

二、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

（一）突出党建引领，提升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

能力

一要牢固树立党建引领理念。强化党员干部尤

其是基层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促使他们正确认识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引领的含义，

在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全过程中担负好引领

的职责，做到既不“包揽代办”也不“放任自流”。二

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组织能使力量倍增。要全面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加大“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组建力度，推进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转化，确保党的基层组

织有形有效覆盖。优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增

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岗位吸引力，选优配强带头人。

推进党员队伍质量整体提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三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开展社

会治理主题教育培训，使基层党组织深刻把握社会

形态、组织形式、群众诉求的变化，找准社会治理多

元主体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善于在协调各个主体

参与社会共建中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落实。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
◇陈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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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共建共享，激发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积

极性

一要落实社会治理的政府职责。推动政府更新

观念，简政放权，工作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把资源、

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促使政

府创新公共服务方式，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事业单位、

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形成

政府主导下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格局。二要推动社

会组织有效参与。大力培育生命力强的“草根”社会

组织，优化社会组织经费来源，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的能力。确保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履行职能，

充分发挥其一线优势，鼓励它们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

放手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三要提升公众参与的主动

性。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参与社会治理

既是一种权利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完善政策、细化措

施、拓展渠道，为公众规范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依

据和方便。强化公众听证在社会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引导人们积极参与有关切身利益的治理活动。

（三）着力实践创新，拓展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

渠道

一是平台创新。创新社会治理党建平台，拓展

区域化基层党建，推进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各类园

区、农业合作社、网络媒体等的党建覆盖。把党群服

务中心打造成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

为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力量和广

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提供必要场所。二是方式

创新。紧跟大数据时代步伐，全力打造“智慧党建”，

切实提高基层党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水

平。创新“互联网+社会治理”方式，积极开发社会治

理移动客户端，利用信息化手段和数字技术，运用微

博、微信、社区论坛、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领社会

治理创新。三是体制创新。开展基层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地区根据各自实

际情况进行大胆探索，使党组织、政府、社会力量等

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各得其所、协力并进。

（四）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有

效性

一是建立党组织引领机制。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探索建立“集中起来，坚持

下去”的治理决策和宣传引领机制。建立以党组织

为主导的联合会议制度，在制定社会治理政策时充

分征求多元主体的意见，综合考虑不同主体的利益

和要求，使最大多数主体积极行动起来落实党组织

的治理主张。二是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社会治

理必须从人民群众关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

起。要探索建立群众诉求收集和反馈机制，拓宽社

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使不同

群体的诉求都有充分表达的空间，并得到及时合理

的解决。三是完善社会治理推进机制。建立主体多

元、层级科学的社会治理责任体系，构建切合实际的

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社会治理落实落细到治安隐患

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稳定维护、安全生产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等具体工作中，有效筑起社会安定有

序的防线。

（五）强化制度建设，确保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常

态化

一是人才保障制度。要建立基层人才培育和关

爱制度，推动人才政策向基层倾斜，使各类人才在基

层都能找到发展空间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形成人往

基层走的格局，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足够

的人才支撑。二是资金投入制度。把基层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稳定的资金

来源。拓宽社会治理资金筹集渠道，引导社会资金

投向社会治理领域尤其是关系群众生活质量的公共

事业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考核评价制

度。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

系，有效发挥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每年对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党组织引领社

会治理情况进行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把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和

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激发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引领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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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3期，原题《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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