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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的理论知识指导以外，还应该加入时事政治，让学生对国

家相关政策有深入的了解，并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安

全课程以及社会学科等知识联系在一起，增强学生的思想意

识。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上，除了了解理论知识深层次的

寓意以外，还应该将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法律认知、政治观

念等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育人的效果
[5]
。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应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

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服务功能，并将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环

境等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打破单一的教学模式，从学生角

度出发，探索与学生兴趣相符的教学方式，这样才能让学生主

动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使所学的知识为自己所用。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探

究谈论法开展教学过程，让学生参与到学生管理话题中、社会

热点问题讨论中，让学生发散思维，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发挥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

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为师生交流

建立起网络平台，将社会中的正能量信息、事件等传递给学生，

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以情景化、形象化等多种方式

加深学生的理解能力，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借助网络技

术和新媒体平台，并依托学生能够接触并且喜欢的网络平台开

展学生管理工作，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效果。

在各种信息条件的影响下，高职学生的意识变化非常快，很容

易被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影响，甚至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养

成带来不利影响。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学生管理，做

到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解决，减少不良文化思想对高职学生

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发挥校团委的作用，做好新媒体的指

导与监督，可以利用学员团委微信公众号、微博、QQ 等发布一

些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内容，加强学生们思想建设，还可

以利用微信平台开展青年大学习等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渗透到学生的学习和在校生活中。其次，在新生入学滞后，教

师就应该组建班级 QQ 群和微信群，方便教师开展学生管理工

作。还能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动态

等，在发现学生思想存在问题时就需要及时对其进行引导。而

且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问卷调查活动，帮助新生了解大

学生，引导使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思想。最后，利用新

媒体平台为学生传播正能量的视频，比如《中国梦》等，有助

于磨炼学生的意志，也使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不断创新，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另外，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的有效融合，可

以了解在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动态等情况，及时调整教

育方式使其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社会以

及个人等内涵，提升学生的思想觉悟
[6]
。

（四）营造和谐融洽的校园文化

高职院校为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学生管理水平，也

应该积极营造和谐融洽的校园文化，用文化熏陶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其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念。学生是校园文化的主体，高职院校应该充分体现“以学生

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想法和建议，组织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并在课外活动中加强学生的效果政治教育，使学生

主动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还能利用

课外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改

进，提高学生管理水平。

四、结语
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甚至对学生管理工作效果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

使学生遵纪守法，对提高学生管理效果意义重大。为迎合新时

期高校教育发展新形势，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高职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更新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育形势，

“以学生为本”，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有效融合，利用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塑造学生，促

进高职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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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为抓手探索社区管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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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形势和发展任务的变化，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人民的期待还有差距，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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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是基层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只有党的核心作用发挥出来了，干部

干事创业的“头雁”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能确保所有的工作不偏向、不错位。因此，我们必须围绕基层党建这个中

心，开展基层社区治理，服务大局，这是做好一切工作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构建治理体系；探索新途径

Exploring new way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with Party build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Heshitong

(Zhenggang Office of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ic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asks,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requireme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re are many

area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se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adjust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leading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s the core of all work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nly when the core role

of the party is brought into play, can the "leading goose" role of cadres and officials in Entrepreneurship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can all work not be biased or misplaced. Therefore, we must focus on the center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carry out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be followed in all work.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Build a governance system; Explore new ways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现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事关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

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的重要任务，

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基层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执政规律

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2021《意见》)

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

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工程。”
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

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社区管

理和服务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因此，我们要坚持

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通过社区发展治理促进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

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是基层各项工作的核心，只有党的核

心作用发挥出来了，才能使干部发挥出“头雁”作用，才能确

保所有的工作不偏向、不错位。有的人或许认为党建是虚的，

工作是具体的，只要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好了就是成绩。殊

不知，没有党的引领作用，就不会有一个安定的大环境，发展

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安定的环境，各项事业就不会有生机，

发展就会遇上困难。

如何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1.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基层治理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

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在发展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体现和

保障广大群众的利益，让改革、创新、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

大群众。

2.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要真正做到科

学发展观确定的统筹兼顾的发展之法：既要关注业务发展，又

要关注群众思想、行为发展演变；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又要顾

及长远发展；实现发展的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全面统一。

3.基层党组织要始终与上级组织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

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要抓原则、管方向、管大事、管决策，

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各项事业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4.基层党组织要树立大局意识和长远思想，在谋求局部发

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全局利益，在谋求当前发展的同时更多地

考虑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二、基层治理必须以党建为引领

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着力点必然是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主题，以加强基层政

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基层治理

体制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抓手，以基层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为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紧紧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围绕自治、

法治、德治、数治“四治融合”平安建设目标，加快基层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加强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基层治理直接决定着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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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这不仅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指明了方向，更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

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阶段

社会治理仍存在多方面问题，需要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做好

基层治理工作，以基层党建创新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把基层社

会治理落地落实。

1.把“管理”当“治理”法治化程度较低。许多基层干部

把“管理”当做“治理”来抓，分不清“治理”和“管理”的

概念。“管理”是组织、指导、规范、纠偏，重在监管；而“治

理”是法治、制度、体系的建设，重在协调。从“社会管理”

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

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但是基层党组织弱化，

重管理轻治理现象十分突出。在基层治理中，越来越依靠官僚

化的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把法治、制度当做摆设，

有个别干部甚至出现“执法犯法”现象。

2.社团活动深入基层不够，发挥作用有限。比如妇联、团

委、工会及各类协会深入基层不够，工作范畴多局限于企事业

单位，而对于“进社区”“进基层”开展活动频次少，实地接

触群众方面活动少、效果小。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发展

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力财力投入

来管理，这既加大了行政成本，也不可持续。政府在社会治理

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

去解决，这样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3.社会矛盾化解与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

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但近年来，人民调解

员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行业调解组织不健全，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工作机制不完善。致使矛盾纠纷排查不深入、不细致、

不主动、方式陈旧、办法单一，不能够做到全覆盖、无盲区。

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及时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

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

压力。典型的如，郑州滴滴司机害死空姐事件、安阳“狗咬人”

事件、精神智障人员伤人事件、多地农村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

等，特别是安阳“狗咬人”事件，一件极其普通的小事引来了

全国人民的围观和愤怒，极大地浪费了社会成本和行政资源，

也充分说明基层治理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4.一些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一些地方存在基层党组织弱

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

政命令。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严重;农村精英人

才大量流失，乡村治理能人难寻、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治

理后继乏人;特别是基层“微腐败”等问题加剧了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不信任;村“监委会”发挥监督作用不明显，对村财务、

村务公开不及时，干部违纪等的监督沦为走过场;基层党组织

活动缺失，形式单一，没有凝聚力、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同时

一级一级纵向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又造成了“重管理轻治理”

问题，为加强管理，往往一级一级签订责任状，这本是确保各

项决策在基层落地的有效措施，然而，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

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

5.督查检查频繁、问责追责过滥。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属

地管理、痕迹管理广为流行，在一些地方直接造成督查检查考

核的过滥和变异，同时带来问责追责过度化和基层工作无序

化，滋生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乡镇办没有话语权，一

些基层干部，在“层层传导到压力”时责任往往“兜不住”，

只好疲于应付。为完成硬性“近日”任务，只有疲于奔命，有

人干脆无中生有，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迹”。

6.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不高。由于村集体经济发展

“先天不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热

情不足，存在“不愿干”的心理。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部

分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同时，群

众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部分群众的

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因此而产生的信

访举报、集访上访等也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隐患。一些农

村地区赌博成风、封建迷信活动泛滥，有一些信教群众，他们

愿意捐钱捐物去信奉，也不愿捐钱公共事业。

7.基层法治建设薄弱。一是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淡薄，信访

不信法现象突出。有问题，去上访成了常态，给基层维稳工作

带来很大压力。基层政府存在依法行政工作不能够完全，在执

法行政过程中有时作风简单粗暴、不依规办事，影响了政府形

象，破坏了干群关系。基层各单位法律顾问发挥作用不明显，

公共法律服务下基层落实工作不到位。“法律六进”活动，多

采用挂横幅、做展板、发放宣传品等形式传统形式，活动办得

少，宣传效果有限。

（二）基层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治理人才不足，政治素养不够。由于村集体经济发展滞

后，农村人口大量外移，基层群众文化素养不高，对参与政治

热情不足，基层干部存在“不愿干”的心里，造成基层治理治

理人才缺乏。一些多方在政策吸引下，部分乡土人才愿意回乡，

但素质能力没有跟上，对于基层治理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智力。

2.部门联动不足，考核方式不够科学。部分上级单位唯自

身、唯部门利益为重，“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事前不了

解基层实际，造成“政出多门”“不贴合实际”的情况。在督

查检查和责任制考核中没有提前沟通，形成合力，仅就部门工

作督查工作，让基层处于疲惫的迎检状态。同样开展一项工作，

但是要填报不同的报表，撰写不同的报告上报上级单位。督查

检查反馈的问题也是以整改报告代替整改。以文山会海来反对

文山会海，基层始终难以“松绑”。

3.部分干部作风不正，责任意识淡薄。部分基层干部存在

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

务的公仆意识。加之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基层没有完全铺开，导

致“会做的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

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三）加强基层党建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建立健全强化村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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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政治领导的制度机制。持续用力整顿软、懒、散农村基层党

组织，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规范党内教育和组织生

活，切实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感。共同致力于政党理念

回归“人民政治”，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2.加强基层人才培养，把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及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加快后备人才培

养，带动农民群众实用技能提升。组织优秀农村人才服务基层，

推行“农村人才+基地+农户”等服务模式，扩大“影响一片、

带动一群、造福一乡”的集群发展效应。建立村（社区）干部

“基本报酬+绩效补贴+村集体经济创收奖励”结构性岗位补贴

长效机制，逐步提高村（社区）岗位报酬，激发村（社区）干

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3.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把干部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针对

不同“致庸致懒”原因和干部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真正树立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针对年轻干部“不愿为”“不

会为”“不敢为”的，要加强传帮带力度和教育培训力度，建

立领导交心谈心机制，真正激发年轻干部工作的热情和活力；

针对遭遇“天花板”的干部，要在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

细化监督，落实职务职级并行制度，让干部们物质上不为难，

精神上有尊严。要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正面考评和负

面考评指标，把“作为”情况和考评结果联系起来，和职级升

降联系起来。引导“无为者”想为，鼓励“想为者”有为。

三、如何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在新形势下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大胆

改革创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逐步提高，作为基层社会细胞的社区、村组，已经成为社会生

活的支撑点、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和纷杂矛盾的聚焦点。基层社

区党建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发展，不断完善和强化社区

党组织服务和管理功能，努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始终把广大

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筑牢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进一步理清社区党建工作思路，以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

善、环境优美、和谐文明的新型社区为目标，着力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优化社区功能，努力服务居民和社会管理水平。

（一）在健全社区党建工作制度上下工夫

要在落实好上级党委党建工作和社区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发挥好党建联席会议和党员服务中心作用。如郑港办事处党工

委在探索社区治理新途径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

用，提出“一个总统领，两个大支部，党建即治理，联治聚合

力，用好两张网，打通微循环，改善大环境，提升幸福感”的

总体规划。坚持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在破解社区管理、商业

楼院治理难题中攻坚克难，主动作为，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结合深化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党建载体，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对社区党建工作制度进行完善。

积极推广以基层支部为主体、以社区党建阵地为依托、以党员

联系为纽带、以组织党员活动为抓手的社区党建“四位一体”

工作模式，构建“支部＋社区＋党员”的社区党建格局。

（二）在建立社区管理网格化新模式上做文章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细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实行区域“网格”

管理，在优化一站式窗口服务的基础上，构建党建“网格化”

和数字管理，形成居民党员“直管”、在职党员“双管”、离

退休党员“接管”、流动党员“参管”的“四管合一”模式，

将学习、工作、生活在社区的各类党员全部纳入网格管理，实

现党组织管理的全覆盖。同时加大巡检力度，加强联防联控，

进一步强化维稳责任。

用“网格定人”解决“下而不沉”难题。郑港办事处为进

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强力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以“三级

网格”为框架，建立起“以党建为统领、以数字为支撑、以网

格管理为单元、以优化资源为目的”的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

全面推进网格化、智能化、现代化治理模式，使基层治理由好

向优持续转变。

按照网格划分，将网格员固定在工作一线，从事安全生产、

信访稳定、劳动纠纷、疫情防控、项目建设及其他风险隐患排

查等工作。通过优化整合基层网格治理，压实各级网格责任，

真正实现了深入一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的，杜绝人员“下

而不沉”的难题。

（三）在整合资源、实现共享共建上求突破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辖区党组织参加的社区党建工作协调

会或联席会议，形成乡镇、办事处党委领导下，以社区党组织

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对社区行政资源和公共资源进行整合，通

过组织开展“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培育社区意识，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动员和组织辖区

内学校、医院、文化中心等单位的活动场馆及娱乐设施向社区

群众免费开放，真正形成社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区域性党建合力。

（四）创新以党建为引领的服务型社区

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创新，继续开创以党建为引领

的服务型社区新局面是对基层治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1、打造共建、共治主题议事新模式。利用和整合入驻辖

区的企事业单位等党建资源，建立面向治理与服务的“社区党

支部”，并赋予相应权利，与各行政村党支部形成重叠联治方

式，实现党建、治理等工作在区域内的覆盖与融合，形成以党

建统领治理，以任务促进党建工作的主动局面。

建立“1+N”协商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基层社区党

组织为中心，携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共

同开展共商共建，打造主题议事厅，制定议事协商制度，实现

社区主题议事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对社区居民委员会

党组织，基层办事处党工委要赋予其联治管理职能，激发参与

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实现对商业社区、无主管楼院等区域的有

效管理。

2、建好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党建为引领，

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建立社会治理网络服

务共享机制。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提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管理新模式，如何用好两张网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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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大问题。据此，基层治理要立足自身特点，深度谋划、

创新作为，“用好两张网，打通微循环”。要积极探索镇域治

理现代化手段，为盘活区域内党建资源，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

工作活力，更好的服务群众，用“党建+大数据”的方式，以

“党建引领，服务群众，一网通管、一网通办”为工作目标，

积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开展智能化管理平

台建设工作。

3、完善社区帮扶机制，开展订单服务。建立社区党组织、

企业共同接单服务模式，通过“群众点单”及“上门寻单”方

式获取居民服务诉求；实行订单式服务，通过周例会商讨的问

题单提交月例会，由全体人员商议后形成问题议事单，经公示

后由社区党组织、企业实施，并公开解决时间、进度和处置结

果。

培育基层社团组织，以项目化运作形式，引进创业帮扶、

困难救助等服务项目；建立“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楼栋党

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网格化服务体系，梳理并公布代办事

项清单，为社区群众提供党务、政务、爱心代购等综合服务。

四、结语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事关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需

要。要认清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升为主要目标，补足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短板和不

足，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

要在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好原

则，坚持党建引，领构建科学的基层政治体系，完善配套措施，

以数字赋能、健全组织等手段，依靠基层干部群众，搞好基层

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创新思维，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

业。使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使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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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是新农村建设环节的重要内容，重视国土资源的统筹管理，促进城镇化发展，在城镇

化发展的进程中，全面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目标。为科学研究两项工作的工作方案，本文立足于宏观视角分析工作环

节存在的问题，并依据问题总结国土资源管理与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