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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高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

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抗疫实践证明，科学有效的制度是抵御风险、战胜危机的关键因素，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

战的冲击。

查漏补缺，完善应急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

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必须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针对这次疫

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真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应急治理能力。应急治理涉及的环节与层面

非常广泛，没有任何部门能够单打独斗，要注重协同与分类，面对不断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党委、

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合力才能编制严密的防控之网。应及时建立多元主体的动态联系，有针对性地进

行相互反馈。注重让各应急治理主体发挥所长，分类靶向治理，给予各类社会组织足够的独立性，以高效

整合社会资源，从而助推应急治理体系化建设。要把疫情防控中科学高效的做法制度化、流程化、法治化、

体系化，探索完善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的综合保障体系，更加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升应急治

理的系统化水平。

坚守底线，把握应急治理主动权。面对突发公共危机，只有坚持底线思维，才能牢牢把握应急治理主

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

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次疫情防控，更体现出底线思维的重要性，提

醒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增强底线思维，加强对于危机的预警和评估。应急治理首先要做好风险源辨识，坚

持对症下药。在建立预警系统的过程中，要细化科学准确的系统性评估，加强应急系统的可操作性，提高

应急响应的快速反应力。同时，对抗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需要不断加强信息化手段，充分利用大数据的理

性分析，排查海量信息，见微知著增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利用信息的协同优化，摆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负面效应，减少信息传播中的噪音，及时共享最新成果。要以智能技术作为无形盔甲，在基层一线推进数



字化应用，增强危机治理效能。疫情防控阻击战之所以取得显著的成效，科技支撑是拱顶之石。在极短时

间内分离出病毒毒株，多次测试筛选对应方案，同时专家学者现身说法安抚人心，给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

施，每一环节的紧密相扣是应对突发疫情危机的坚强后盾。

加强沟通，促进应急治理协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

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在全球化大潮之下，各国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风险呈现高复合型特征，不同国家

的风险不断耦合扩张成全球性风险。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风险面前，任何国家

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着眼于全球合作治理才能解决世界性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

中国就以破釜沉舟的魄力封锁武汉乃至湖北，以举国之力开展防控工作，为世界各国做好疫情防控争取了

宝贵时间。同时将防控成果信息与全球共享，积极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及时派出援外医疗专家组携手应

对风险挑战，充分显示出中国担当。当前，各地积极主动作为，慎终如始，严密源头防控和精准施治，抓

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阻断输入性疫情传播扩散。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就江苏而言，全省上下全力恢复经济，一对一、点对点地协调解

决好企业用工、物流、资金、市场和产业链断裂等实际问题，全力保障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无阻，力保全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不断裂。所以，应对人类公共危机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加强沟通交流，实现应急治理协作化。

化危为机，助推应急治理科学化。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

克服了危即是机，要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进行的，在矛盾化解

中实现螺旋式上升。人类历史进程也表明，顺境中有危险、逆境中有机遇。只有勇于和善于应对风险挑战，

善于化危为机，才能不断创新发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的

难度，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坚定化危为机的意识，看到危机中蕴藏着的新机遇。化危为机不可能

自动实现，需要我们主动应变、迭代创新、奋力攻坚，善于发现和探索化危为机的科学对策、有效路径及

具体方法。例如，由于疫情的影响，催生了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线上消费娱乐、无人配送、智能制造等

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并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这些都是疫情危中有机的真实写照。面对当前疫情的挑战，

需要把握趋势、顺势而为，一方面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以降本增效；另一方面推动数字产业化，利用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5G、区块链和智慧管理等新兴技术应用和前沿产业。要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智慧

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和农村电商等业态，促进相关产业和企业协同发展，促进江苏经济

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有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回应关切，彰显应急治理温度。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品格，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突发公共事件会影响波及民生领域，事关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强应急治理能力，必须注重回应民生诉求，在关键时期走好群众

路线，尤其是做好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在本次疫情期间，人们长时间“宅”在家里，不免产生一些

社会心理疾病和情绪；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对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毒、需要急救的危重病

人、严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持续超长的工作时间，身心健康难免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需要各级党委政

府充分评估，做好预案，切实解决好社会和民生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读懂民众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心理

感受，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关切，有针对性地开展情绪疏导，及时解疑释惑。特别是要坚决反对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决不能在危难关头脱离群众。提升应急治理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极采取心理干预，

注意民众的心理修复，力避造成不可逆、难修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