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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总书记“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着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朱光远 

江苏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乡村治，百姓安，则国家稳。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走中国特色乡村善治之路，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

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论述，立足国情农情，准确把握乡村社会变化特征，满怀对广大农民群众深厚情感，高屋建瓴地就如何激

发乡村社会活力、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刻阐释、作出明确指示，

为我们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2018 年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督促指导作用，扎实推进万村善治工程，推动

各地各有关部门把乡村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群众安全感又创新高，加大

农村地区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力度，深入开展以农村为重点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一批农村涉黑组织、恶

势力犯罪集团，查处了一批涉黑涉恶村干部，农村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好转，2018 年全省群众安全感达97.6%。二是农村社会

矛盾化解能力不断提升，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乡村调委会规范化建成率达90%，95% 以上的矛盾纠纷在乡镇以下得到化

解。三是乡村社会治理基础有效加强，农村地区网格化社会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设置“全要素”网格6.8 万个，配备专职网

格员3.2 万人、兼职网格员13 万人。 

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对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农民求发展、要公平、想参与，对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期盼更加强烈，对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二是农民既期盼人身、财产安全，更

期盼食品、环境等安全，对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农民对高品质、高效率的乡村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期盼精细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对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面对乡村社会治理新挑战和乡村振兴战略新部署，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对乡村社会治理重视不够。有

的地区、部门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一手硬、一手软”，抓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一脚深、一脚浅”，城乡区域发展、社会

治理工作不平衡。二是对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复杂性严峻性把握不足。政治稳定方面，敌对势力借乡村“法律维权”公开捣乱滋

事，邪教组织将农村作为重点渗透区域，部分地区农村地下非法宗教场所众多。社会稳定方面，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征地拆

迁等传统矛盾和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利用纠纷等新型矛盾交织叠加，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向农村蔓延。三是对农村突出治安问

题处置不力。针对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犯罪时有发生，少数地方黑恶势力把持农村基层政权、侵占集体资产，有的地方赌博

问题较为突出。四是公共安全问题在农村凸显。乡村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多发频发。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薄弱，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有些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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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围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

推进万村善治工程，切实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水平，为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营造良好社会

环境。重点构建“三个体系”： 

一是健全平安乡村建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要将加强平安乡村建设、

夯实稳定根基作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着力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农

村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围绕农村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保护等农民群众维权热点领域，找准

问题症结，完善政策措施，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加强农

村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整治，纵深推进农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和邪教活动，依

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传销、电信网络诈骗、污染环境、危害食品安全、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特殊人群服务管

理，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扎实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大力推进技防镇和视频监控“村

村通”工程，推动治安防控力量下沉，进一步织密织牢农村安全稳定防护网。年内，技防乡村建成率达96% 以上。 

二是构建乡村“三治融合”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广徐州马庄经验，促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坚持以

自治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群防群治力量，组织发动农村网格员、驻村民警辅警、平安志愿者、“新乡贤”等多元力量有序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建设平安家园。坚持以德治为先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着力解决一些

地方子女不孝、宗教迷信、低俗文化等突出问题，全力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坚持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阵

地建设，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搭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为群众依法维权、

解决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是创新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

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要将创新乡村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有力抓手。夯实网格基础，加强农村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信息采报、便民服务、矛盾化解、隐患排查、法治

宣传等方面的作用，健全完善网格员选拔聘用、教育培训、管理使用和激励约束等制度机制。强化联动共治，着力推进乡、村

网格中心（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乡村社会治理力量资源，统一协调需要多部门联合处置的服务和管理事项。深化智能

应用，扎实推进网格化智能应用平台建设，加强信息数据感知获取、汇聚管理、互联互通、赋能应用，做到第一时间了解响应

农民群众诉求、第一时间感知乡村社会风险、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农村矛盾问题。2019 年底，乡村网格化中心规范化建成率达 9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