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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

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

一下是不是合法。也就是说，要把对法治的尊崇、

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1.畅通诉求通道

领导干部要多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多与群众进

行心贴心的交流。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当场解

决就要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要向群众说明

解决方案和解决期限，以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2.贯彻群众路线

充分做好组织宣传工作，动员基层群众参与到

社会治理中来。让群众成为治理主体的一员，治理

手段和方法须符合群众利益。坚持群众路线，要求

一切决策必须从群众中来，并最终到群众中去，以

接受实践的检验。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

造的“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大借鉴价

值，应把“枫桥经验”所体现的优秀治理理念发展

好、贯彻好。基层治理过程中要听得到群众的真实

心声，坚持民主协商原则，积极回应他们的利益诉

求。如充分发挥好座谈会、听证会、接待群众来访

等群众表达机制的积极作用，保证每一项决定都是

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样的决定

才会被群众真心拥护。

3.强化法治手段，多元化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基层矛盾复杂多样，呈现出交织叠加的特点，

表现为：历史遗留问题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叠

加、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合理诉求与不

合理诉求交织叠加。新时期各种复杂矛盾交织叠

加，给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带来了挑战，必须用多样

化的手段去化解矛盾。具体有政策手段（如指导性

建议）、法律手段以及道德说教、调解等手段，解

决矛盾过程中要综合利用好这些手段。

但需要强调的是，法律手段是最基本的手段。

基层是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基层干部能否依

法办事，直接关系到群众对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实

践效果好坏的评价。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更要强调

法律手段的重要性。法律手段集中表现为领导干部

善于运用法治化的思维和方式处理问题。

程序的法治化。基层干部要严格区分信访程序

与法定程序。当前，信访现象仍频频发生。如果信

访事项有明确规定的法律途径进行解决，那么乡镇

政府就可以不接受信访，告知信访人按照法律途径

解决。一些法律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乡镇政府可以

接受信访。其次，要实现诉、访分离。涉法涉诉案

件依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信访不介入；其他案件

信访解决，司法部门不干预。

处理纠纷规则的法治化。具体来说就是：法律

问题法律解决，政策问题政策解决，法律政策以外

的问题合理解决。

坚持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有机统一。解决问题的

手段既要合乎法律规定，又能合理有效地解决实际

问题。一般而言，对于某一事项的解决路径是多样

的，并不是唯一的，基层干部需要做的是要找到合

法的路径，然后再从这些合法路径里找到合理有效

的办法。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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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

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明

确，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

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

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

基础。

法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健全

的治理体系同样也需要重视德治。法治和德治就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法律是人们行为

的准绳，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在

基层中表现为群众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安排自己的生

产、生活行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

更要强化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带头做好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基层是熟人社会的典型体

现，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遇到纠纷，大家碍于

情面可能不情愿诉诸法律手段进行解决，此时要充

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让遵纪守法的群众受到道

德的表扬，违法乱纪者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责

难”。要加强道德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以推进建设更加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前提，是坚持基层党组织的

领导，党的领导能够确保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正

确的轨道上推进，党组织应充分发挥好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