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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

定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关键是要把

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在推进基层治理的具体

实践中坚定“四个自信”，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

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荔湾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和问题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层党组织、党员的作用发挥不理想。有的

基层党组织认识不足、定位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缺乏创新。部分党组织设置

跟不上城市化进程，不能实现有效治理。有的机关党员干部没有用自己的所

学所长主动参与、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二是治理精细程度不高。居民之

间缺乏情感认同、日常生活联系和共同利益追求，而社区工作力量又严重不

足，导致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三是治理力量分散、合力不强。随着社会结构

变化，治理主体多元带来利益诉求多元，因各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热情、能

力、程度不一，使得力量分散，难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四是治理手段单

一、治理不畅。部分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物业管理、集体经济发展等很多

本应该由自治组织主导解决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管理，

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

建议：

一、全面统筹协调各方力量。



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一项系统性联动工程。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新格局，需要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采取措施，综合施策，形成合力，才能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利益诉求也更加

多元，以往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已很难兼顾各方需求，“做好事落埋怨”的

情况时有出现，社会治理仅靠基层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一条很好地解决办法，那就是“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转变政府

包办一切的思维方式，以更充沛的智慧，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想办法、

做决策、办实事，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全面推行“大党建”，

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落实城市基层党建三级联席会议制度，与辖区共

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建立双向责任、双向沟通、双向考核三项互动机制，

有效聚合各个领域的党组织和党员资源，统筹各个行业的社会服务行为，运

行各个层面的职能职责，实现共驻共建、共治共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社区资源进行系统挖掘与整合，有助于调动党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

作用；有助于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基层群众的民生诉求，维护

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注重典型经验引领。

打造群防共治工作内容展示平台，通过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主人翁”

意识，引导和鼓励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治理。特别是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做法，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让群众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

环境变化中感受到基层治理的优势，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鼓励和支持各社

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寻求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了政府治理

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进一步围绕构筑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完善党建引领、

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三、充分发挥群防共治力量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只有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最广

参与者，才能真正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充分整合街道、公安、司法、

城管、市场监管、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将服务窗口前移，围

绕“联众、联防、联控、联治、联助、联智”（简称“六联共治”），进一

步统筹提升治安管控、风险排查、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效能……

为进一步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引领群众积极参与推动群防群治，还要

不断健全组织体系、理顺工作责任、整合资源力量，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在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巡逻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