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2019·12

先
锋
讲
坛

|

党
课

4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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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

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社会治理新格

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如何强化法治思维，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领导干部强化法治思维的
重要性

法治思维是提升领导干部管理能力、

建立法治政府的先决条件。当前，我国正处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已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

穷，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矛盾日益凸

显。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化解矛盾，已成为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

领导干部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展工作、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才能更好

地坚持和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解决社会治理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领导干部要真正形成想问题、作决策、

办事情找法依法的法治思维，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需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实践，才能逐

步形成法治思维，提高依法行事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

我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了大

量惠民政策，但这些政策最终的实施效果如

何，关键在于基层落实得好不好。这就要求

领导干部强化法治思维，切实抓好制度的

执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

定》对加强制度执行作出部署，提出“各级

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

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

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

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

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

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领导干部要把法治思维贯
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

面对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

领导干部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领

导干部应如何把法治思维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

过程？

强化法治思维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杨小军 赵博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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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
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
向。领导干部如何强化法治思维，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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