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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江苏社会治理现代化 

田洪 

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员会 

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体现了我们党深邃的战略思考、强烈的责任担当、深沉的忧患意识、真挚的为民情怀，是指引我们奋力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为我们做好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指明了方

向。 

近年来，江苏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部署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紧

抓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这个牵引性工程，全面健全社会治理组织协调机制这个系统性工程，着力夯实网格化社会治

理这个基础性工程，一步一个脚印推进社会治理各项措施落实，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和平

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升级江苏社会治理“总引擎”。传承和发扬我省高度重视、高位推进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

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体制机制进行重塑和完善。一是完善组织领导机制。充分发挥省市县乡

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作用，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社会治理和平安建

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二是完善协同推进机制。健全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履

行好统筹谋划、协调推动、督办落实等职责，完善实体化运作制度机制，汇聚平安建设新合力。推动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切实抓好本领域本系统本行业平安建设工作，并建立联系点平安共建机制，进一步凝聚部门、地区工

作合力。三是完善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健全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健全完善社会治理和平安江苏建设考评内

容，推动将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成效纳入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业绩评价的重要依

据，与领导干部职务职级晋升、评优评先、奖励惩处挂钩。 

深化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聚焦江苏社会治理“头等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是基础要素，稳定是基本要求，

应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按照“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的要求，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政策，防止发生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二是落实重大风险防控机制。

健全风险研判、决策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协同、风险防控责任“四项机制”，健全重大涉稳风险清单管理制度，完善社会稳定

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三是升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化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将城市巡防力量更多投向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打造城乡统筹、全域覆盖的治安防控格局。总结推

广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经验，发展壮大平安志愿者等群防队伍，构筑社会治安防控的铜墙铁壁。四是健全公共安全

体制机制。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公共安全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机制，建立全覆盖、

全链条、全要素的公共安全监管机制，织牢织密公共安全网。加强对 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网络直播、共享经济等

新业态的分析研究，提高对新型风险隐患的识别、预警、防控能力。 

发挥市域优势、深入推进试点，做实江苏社会治理“主抓手”。充分发挥江苏城镇化水平高、社会治理基础好的优势，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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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市域作为最优治理半径、最大政策边际效应的优势，把开展试点作为历史性机遇、作为一把手工程，做到省级指导督促

到位、市级组织推动到位、县级推进实施到位、基层基础落实到位，把一市一地的现代化汇聚成全省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完

善推进机制。按照一年建成体系、两年达到标准、三年验收合格的总目标，推行项目化管理、挂图式作战，落实试点推进“一

市一档”、指引任务“一项一档”的要求，全面建立试点工作档案，健全月度报送、季度通报制度，定期组织督查督导、开展

考核评估，确保所有设区市如期完成各项试点任务。二是强化联动协同。建立领导联系制度、条块联创制度、结对共建制度，

强化全省共同体意识，加强部门与地方之间同频共振，推动省委平安办及成员单位领导挂钩试点市，推进系列平安建设与市域

社会治理品牌联创，推动两期试点城市共建，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协同进步，营造全省上下支持、配合试点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是选树特色亮点。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推动各地结合自身基础、选择突破方向，努力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的特色工作，在全省

营造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局面，形成江苏社会治理“一市一精品”“一县一品牌”的生动局面。四是构建指挥体系。在综治

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全覆盖的基础上，整合各类社会治理平台资源，在市县乡推动建立正处、正科、副科级建制的社会

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打造一体化的统一指挥枢纽，构建市级调度、县级实战、乡级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协同指挥体系。 

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网格治理，筑牢江苏社会治理“压舱石”。坚持和完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构建网

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做优做亮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一是规范

网格化治理。贯彻落实全国首部省级网格化政府规章——《江苏省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办法》，健全网格基础规范，完善网格工

作事项清单、负面清单和准入机制，厘清网格化社会治理部门职责边界，明确网格长、网格员职责任务，坚持常态排查与集中

排查、面上排查与专项排查、综合网格排查与专属网格排查相结合，将社会风险隐患感知触角延伸到最基层。二是强化大数据

赋能。高标准推进各地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建设，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信息系统（网格化社会治理智能应用平台）规范化建设，

全面整合政法综治工作数据及各部门社会治理数据资源，切实推进政法综治专业数据、政府部门管理数据、公共服务机构业务

数据、互联网数据集成应用。三是提升“铁脚板”能力。广泛发动政法“八大员”、“三官一律”等“铁脚板”力量，深入城

乡社区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加大城乡社区专职网格员配备力度，建立完善以村（社区）“两委”成员、社区民警、网格员为

骨干，相关部门基层人员为补充的网格工作力量体系，推动各地建立网格学院、社会治理研究协会，建立与网格员身份性质和

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职业发展通道。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苏，使命光荣、意义重大、时不我待。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信心决心，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水平，加快建设水准更高、品质更优、群众更认可的平安江苏，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履行“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