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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要提高干部治理能

力，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

业训练，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

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只有作为执政骨干的干部队

伍能力提升了，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边疆治理

效能。

思想淬炼是基础。思想淬炼是提升治理能力的

基础，要通过思想淬炼，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通过思想淬炼，自

觉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

在行动上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政治历练是根本。政治历练是锻造政治坚定

的根本途径。政治历练需要经过重大政治考验；需

要在伟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不断增强斗争意

识，增强斗争本领；在伟大事业中真抓实干、施展

才华；在伟大工程中锤炼意志、锻炼党性；在实现

伟大梦想中不懈奋斗、一往无前。

实践锻炼是关键。通过实践增强治理能力，通

过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

强依法执政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理是

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进行治理。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善于从群众中、从实践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增强群

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

专业训练是要害。针对干部队伍专业能力和

素质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培养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知识

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执政骨干。注重培养专业能

力、铸造专业精神，要通过制度教育，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清楚、讲明白。要通过深

化制度研究，解释中国制度生成土壤和内生性演化

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揭示中国制度的

优势是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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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边疆治理体系、树立边疆治理理念、完

善边疆治理机制、提升边疆治理能力，是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的落脚点

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亟须推进边疆治理全面

创新、治理能力全面提升。既要抓紧制定边疆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又要完善边疆

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边疆治理

创新涉及理念、制度、政策、方式等方面。

治理理念创新，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边疆观到

现代边疆观、从族群导向到整体导向、从“守边”

为主到“活边”为主、从管制为主到治理为主的转

变，构建分层分类分区的国家边疆治理战略。我们

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按照亲、诚、惠、

容的理念，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建设的治理效能。

治理制度创新，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

社会之间，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以

及边疆地区政府与对口支援政府之间的关系，构建

一个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边疆治理网

络，实现边疆治理体制机制的网络化、扁平化与民

主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边疆

治理制度体系。

治理政策创新，是指在国家边疆治理战略指导

下，以边疆治理制度体系为依托，在微观操作层面

上实现边疆治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政策过程的透

明化规范化、政策结果的绩效化、公共产品供给方

式的多元化。

治理方式创新，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边疆治理

构架、改进边疆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特别是要加强依法治

理，因为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基于各个领域的

法治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我们

要健全边疆治理法规，树立法治理念和思维，运用

法律手段推动边疆治理步入法治化轨道。

总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制度

执行力至关重要。只有上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天线”，通过固根基、扬优势来解决“坚

持和巩固什么”的问题；中间通过改革，打通阻碍

制度优势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的“中梗阻”；下接

制度执行的“地气”，通过补短板、强弱项解决

“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问题，才能打通“最后一公

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