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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
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推动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
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要义。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青海不断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党委领导和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
与、良性互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

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民生福
祉。青海以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为目标，加强和创新城乡社
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青海实践，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
的村规民约等基层治理新机制。

城市治理更精细、农村治理更
精美、牧区治理更精进，社会文明整
体实现新进步……五年来，青海坚
持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达到新
水平。今天的青海，社会和谐稳定，
百姓生活安宁，各族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提升。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要坚
定不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
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构建社会
治理新格局，着力强化国家安全战
略要地功能，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
更安定、人民更安宁。

社会治理是篇大文章，体现的
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
综合施策。我们要牢牢把握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总要求，坚
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
治理难题，积极构建市域社会治理
新模式，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上展现更大作为。

社会治理，创新先行。我们要
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把握好活力和
秩序的关系，使社会充满勃勃生机
而又井然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充分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
德治教化、自治基础作用，不断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促进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
推行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融合
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不断创
新、激发活力、提升能力，共同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让高原的每一寸
土地都充满平安祥和。

本报记者 于瑞荣

让高原充满让高原充满
平安祥和平安祥和

本报记者 于瑞荣

“这是 2022 年村上的财务支出情况，请

大 家 监 督 。”“ 村 里 路 灯 坏 了 ，请 给 解 决 一

下。”……这是记者在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

和谐村社区手机工作平台“昆仑魂”上看到

的几条信息。

平台上，村里的党建、财务、项目推进等

工作情况一目了然，村民知道村干部一天在

干什么、忙什么，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发表

评论，为村子发展建言献策。

在 和 谐 村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任 永 国 看

来，“昆仑魂”不仅是村里的“朋友圈”，

更是村干部工作的展示平台。记者了解到，

“昆仑魂”这一平台正是郭勒木德镇打造“三

联一巡一站一中心”综治平台工作模式的一

部分。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郭

勒木德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城

郊乡镇，辖区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7000 余人，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

等 8个民族，是个典型的多民族聚集地区。

“辖区面积大、流动人口多、社会矛盾易

发。”说起郭勒木德镇治理难点，镇党委委

员、武装部长李宁这样介绍。

如何解决这一社会治理难题？郭勒木

德镇从抓社会治安作为突破口。2018 年郭

勒木德镇建成全省首个乡镇综治中心，并在

辖区各行政村、社区及案件多发地段、主干

道安装视频监控设施，打造形成“三联一巡

一站一中心”的“3111”模式。

“3111工作模式全面提升了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和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李宁介绍，

“三联”即建立完善村级社会治安联防网络、

重点人员联控体系、矛盾纠纷联调机制；“一

巡”即强化村级治安巡逻、村警巡查巡防工

作;“一站”即在各村建立村级便民调解服务

站;“一中心”即由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

所、河西法庭组成的综治中心。

走进郭勒木德镇综治中心，透过监控大

屏幕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乡镇所辖各行政

村的实时动态，包括村庄道路交通状况、重

点部位治安情况、主要地区环境卫生状态，

甚至连村委会坐班情况，也都呈现在监控画

面中。

乡 村 振 兴 离 不 开 和 谐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如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郭勒

木德镇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聚焦群众需

求，全面实施以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社会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把党建和

互联网＋政府服务、平安建设、乡村振兴等

紧密连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智慧”

模式助推乡村振兴。

郭勒木德镇在持续推广“三联一巡一站

一中心”“3111”工作模式，并创新打造

“一巷八户长制”社会治理新举措的基础

上，探索搭建“数治郭镇”智慧平台，织牢一

张以物联网、5G、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支撑

的立体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并不断完善

“一站式”多元化解和诉源治理机制，强化网

格员、昆仑义警等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最大

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状态。

“通过不断探索实践，郭勒木德镇走出

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之路，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郭镇’样

本。”李宁说。

——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尝试

““数治郭镇数治郭镇””

本报记者 于瑞荣

深冬时节，在广袤的青海大地，从三江源头到河湟谷地，从大漠戈壁到环湖流域，从城市社
区到农区人家再到草原牧乡，到处皆是一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的美好画卷。

基础实，百姓安。一域治，天下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大力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成为青海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一环。

回望过去五年，青海地方治理之路脉络清晰、足音铿锵，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成
为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年12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以全新的理念、思路、方法，为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新路。

立足地域特点，青海坚持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重要
切入点，扎实深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在全省形成了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风险化解能力不断提升、“五治”融合作用不断发挥的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以市域治理助
推“大平安”，绘就平安幸福新画卷。

打造特色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打造特色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绘织百姓绘织百姓““幸福版图幸福版图””

“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

我们解决暖气不热的问题，可以让我们过个温暖

的春节……”这是前几日发生在西宁市大众街街

道德令哈路社区的一幕。

一声哨响，部门报到齐发力。针对有小区出

现供暖不足的问题，大众街街道德令哈路社区召

集法院、信访、建设、开发商、物业以及居民代表

集体协商、解决问题，最终解决了困扰居民的“难

心事儿”。

只要一吹哨，相关部门来报到，集中“把脉会

诊”，解决基层治理难题。这正是青海在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中，针对本地区社会特点特

色，创新开展地方社会治理的生动写实。

各地各部门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过程中，注重与时俱进，针对新问题采取新方

法、探索新规律，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在不同阶段、

不同时期都能迸发出生机和活力，工作的创新性

和有效性稳步增强。

从西宁“红色物业”模式到海东“网格呼叫、

党员报到”，从黄南“一核三治”到海南乡村治理

“贵南样板”、果洛达日“以牧治牧”……这些都是

全省以治理方式强化公共服务弱项的有益尝试。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青海聚焦有效防范化解

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公共安全和网络

安全“五类风险”，强化政治、法治、德治、自治和

智治“五治”融合，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以市域平安筑牢社会治理基石。

国泰民安，民之所盼。青海将持续创新社会

治理体制，充分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

化、自治基础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五治融合，社会治理合力不断壮大

乡村治理创新“积分制”，城镇管理推行“街

长制”，流动人口管理“候鸟式”，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一站式”……走进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

兰县，你定会被这里“精耕细作”社会治理的创新

之举所吸引。这正是我省创新开展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缩影。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中，青海不断探索创新，聚焦试点工作目标，

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治理经验，带

动形成了一批区域特色社会治理典型经验。

西宁市率先在全省启动社区党组织书记实

行事业岗位管理试点工作，扎实推进“全科型”网

格建设，形成“3+N+15”城市运行管理体系等民

生服务和社会治理品牌。

海东市深入实施“五大机制”“十大工程”建设，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网统管平台项目，推

广“民情沟通日”“群众说事点”等协商议事模式。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坚持区域协作打造

治理新格局，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被纳入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全国试点，海北藏族自治州创新人

民调解工作筑牢第一道防线，黄南藏族自治州

“一核三治”社会治理模式荣获全省改革创新奖，

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探索牧长制社会治理新

模式，玉树藏族自治州持续探索深化“村寺并联”

治理模式……一项项创新举措，让市域社会治理

全新的活力和动力进一步迸发。

青川甘交界地区平安与振兴工程成效明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成果……五年来，青

海结合省情实际,不断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

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村规民约等基层治理新机制。

探索创新，夯实共建共治共享基石

80 多平方米的电子大屏幕前，24 个市直部

门和各县区工作人员，随时关注着城市交通、危

化品数据等状况；“12345”话务大厅内，电话铃声

此起彼伏，话务员们一边与市民沟通，一边记录

市民反映的问题……走进西宁市城市运行管理

指挥中心，感受到的是这个城市“最强大脑”，全

天候服务社会治理的便捷高效。

让城市更聪明，让经济更智慧，让“城市大脑”

有更强的思考力，更好地治理我们的城市……自

2020 年初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城市后，西宁创新打造社会治理“八个一”

工程，多领域深层次打造具有西宁特色、时代特征

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眼下，在青海，像“八个一”工程这样的社会治

理创新项目不在少数，通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试

点，形成了一批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创新经验。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贯彻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迫切需

要，青海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青海省委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坚持

将其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政治要求，

在推进上突出高站位，在组织上“双组长负责”，

在谋划上“分两步实施”。

自 2019 年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青海将全省 8 个市州全部纳入建设

试点地区，其中，西宁市、海东市参加第一期全国

试点，其余 6个自治州参加第二期全国试点。

与此同时，结合省情实际，研究制定我省区

域特色工作指引，明确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维护涉藏地区社会稳定等 3 个板

块 8 项重点任务，形成了 14 个板块 71 项重点任

务的试点整体工作指引。

为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青海将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指

标，列入党政领导班子目标责任考核体系，纳入

《青海省“十四五”社会治理现代化规划》，加大力

度分类推进全国和省级试点工作，形成了一批契

合省情实际、满足市域社会治理需求的典型经验。

高位推动，搭好社会治理“四梁八柱”

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镇石头磊村民情“格子铺”里正在听取社情民意。 西宁市委政法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