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力打造社会治理强市

——关于对鸡西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调研报告

鸡西市委政法委政研室

近年来，鸡西市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平

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精神，围绕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平安黑

龙江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创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为引

领、为突破，从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关键领域治理和加强党

的领导三个方面推进平安鸡西建设，对标先进省市经验，突

出问题导向，边开展边完善、边总结边提高，奋力打造社会

治理强市，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鸡西。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状

鸡西市总面积 22500平方公里，人口 150余万人，辖

6区、3县（市），76个乡（镇、街道），535个村（社区）。

2019年 12月，中央政法委组织召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同年 12月，鸡西市委政法委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精神，并对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组织各县（市）

区委政法委、相关工作牵头部门集中对全市市域治理现代化

申报试点工作情况进行集中进行了会商、研判和分析论证，



根据《共性工作指引》中 16项重点任务、38项分解任务和

86项基本要求，将任务措施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全市近 50个

市直单位和部门。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同意后，决定鸡西市

申报第二期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

（一）强化系统理念，健全社会治理体制。一是政治引

领发挥作用。鸡西市委书记、市委平安鸡西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主持召开市委平安鸡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并对平安

鸡西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鸡西市

委政法委先后出台了《鸡西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工作三年规划（2020-2022年》《鸡西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实施方案》《鸡西市 2020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暨平安建设工作要点》《鸡西市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施方案》，有力推动

了平安鸡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

断拓展、成效不断提高。二是治理权责更加明晰。将“社会

治理和平安建设”作为《鸡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了到二〇二五年实现“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突破”的规

划目标和“十四五”时期规划实施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确保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点任务，并将“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入

开展平安鸡西创建活动”等 9项重大举措纳入规划之中，为



实现“社会治理效能取得新突破”擘画了蓝图、提供了保障。

三是社会协同优化服务。市级层面建立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

会组织 14家，其中：公益慈善类 2家、志愿服务类 3家，

专业类 4家，行业协会类 5家。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社区社

会组织 76家，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社会治理等方面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作用。在脱贫攻坚中社会组织充分发挥

人才、智力、技术的集聚效应，为基层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

提供志愿服务项目。2021年，社会组织专项投入扶贫资金

27万元，受益帮扶人数达 7900余人。四是公众参与不断

提升。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鸡西市妇联与市民政局

联合建立“家+巾帼婚调工作坊”2个，与市司法局联合建立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9个，吸纳妇联干部、村（社

区）妇联主席、基层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建立婚姻家庭

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开展线上线下婚姻家庭辅导工作。

2021年，成功调解案件 70件，将大量的矛盾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大力创新网上群众工作机制，搭建互动灵

活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鼓励群众及时反映自身诉求、

报送身边隐患、表达监督意见。

（二）强化底线思维，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一是积极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立足情报预警职能，不断提升敌情发现、

线索核查能力。立足现实打击作用，同公安、统战、民宗等

部门侦破宗教渗透案件，取得良好效果。立足防范“打响、



炸响”，有力推动地域反恐怖工作深入开展。立足人民防线，

以高校等重点阵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对

我渗透。二是积极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2021年，积极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全市共排

查各类矛盾纠纷 615起，化解 611起，化解率达到 99.3%。

2022年 8月 15日，挂牌成立由市涉行政机关诉前调解中

心、鸡冠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中心合署办公的鸡西

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中心，首批派驻机构 16家，

创新采取“1+4+N”运行模式，共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5731件；同步开展了全市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专项行动，

成功调解矛盾纠纷 6207件，调解成功率 91.74%。三是积

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动技防建设，全市雪亮工

程已建设监控点位 8665路，其中：城市技防监控 6657路，

公交车监控 2008路，占建设方案中点位总数 83.9%以上。

积极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全市共创建平安社区 190个，

群防群治组织 764个，参与群防群治人员共 4278人；组织

巡逻队 460个，参与人员 4421人。全力打造以大数据为依

托的智慧公安，初步实现海量信息“一键式挖掘查询，一站

式分析比对”，推动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四是积极保障公

共安全。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

持有枪支刑事案件 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人，共收缴枪支

12支，收缴各类子弹 1014发。加强药品安全监管，检查



药品经营企业 500余家次，给予 7家企业警告，现已督促

企业完成整改。五是积极推进网络社会综合治理。严厉打击

网络违法犯罪，开展了净网行动，全市共侦办涉网案件 137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85名。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充分发挥

政法网军舆情引导的作用，共处置有害信息 176条，查处造

谣传谣案件 10起，批评教育 5人，行政处罚 5人。开展网

络风险摸排，上报情报信息 52篇，公安部采用 19篇。加

强各类涉稳重点群体，网上涉稳风险摸排和情报侦察。

（三）发挥“五治”作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是努力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创新实施社区“轮值主席”制度，制发《鸡

西市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社区“轮值主席”制度》，从“小切

口”入手，建立了社区与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活动机制，搭建

起有效的治理平台。二是努力发挥法治保障作用。2022年

以来，全市共建成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个、县（市）区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 9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75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521个。三是努力

发挥德治教化作用。围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党团（队）史教育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组织开展了“青年文明号”、“四好少年”等评选活动，发

掘和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创建“诚信

建设示范企业”全面启动，开展了“码上诚信”工作，为万达

商场等 118家企业授码挂牌，引导商户争做诚信经营先行



者。四是努力发挥自治基础作用。2022年，积极推进网格

化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划分网格 3444个，配备网格

员 7320人。2023年，将以鸡冠区、鸡东县为典型，召开

全市网格建设工作现场会，通过典型引路，带动全市网格建

设工作。五是努力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推进三级综治中心平

台建设，市综治中心设备已经采购到位，综治视联网项目及

链路现正在招标准备。深化“大数据+网格化”疫情防控机制，

创新采用“1+1+4”网格化排查模式，为疫情防控初期提供

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存在的问题

鸡西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可

否认的是全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

考虑国内先进地区，仅与省内第一批试点地市相比就存在一

定差距。

一是治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党委如何统筹整合

有关部门的力量，形成目标明确、步调一致，各负其责、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街道、社区如何更好地协调驻地单位党

组织的资源，实现党建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如何理顺

街道、社区党组织隶属关系，解决好社区党支部对辖区非公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委（总支）“小马拉大车”的问题，

都需要在体制和机制层面进一步调整。



二是治理理念和推进方式需要进一步调转。有的街道、

社区，政策分散、资源分散、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共建共享

合力。有的机关事业单位与街道社区共驻共建积极性不高，

各吹各号，各唱各调，未同频共振；有的市级部门不能主动

为社区建设创造条件、解决难题，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移交、

社区事项准入等制度成了“稻草人”“旋转门”。

三是行业部门社会治理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部门“条

块分割”“各自为战”“重复建设”问题仍然存在，分散的

治理格局导致社会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在综治中心建设和网

格化管理服务方面，由于整合后人员隶属关系、岗位法定职

责、部门和行业考核及问责体制均发生变化，致使综治中心

横向互动不强，不同程度存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资源

分散”现象。

四是基层社会治理管理运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综治

中心平台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运用较少，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处理问题能力较低。有的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

未与公安、城管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联通。网格化管理服务

存在死角、盲点，数据还有缺漏。基层党务人员、政法综治

人员、网格员队伍、社会工作者等专业队伍力量相对薄弱，

存在专业性、业务性不强等问题。

三、几点工作建议

针对全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在深入学习



国家、省政策精神和外地市经验的基础上，实施基层社会治

理的党建引领、推行一元主导多元化解矛盾机制、推进社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基层综治中心建设、深化社会治理信

息化、完善治安大巡防机制，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奋力打

造社会治理强市。

（一）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服务新格局。加强党对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

建同推进、服务同开展、治理同担当、责任同落实，有机整

合组织、阵地、人才、信息、服务等资源，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基层党建治理服务新格局。一是做实系统，推动组织

架构实体化。通过设立共同体成员大会、专业委员会等形式，

把街道社区、驻区部门单位、新兴领域党组织紧密联系起来，

推动共同体常态化、实体化运行。二是做精项目，推动共驻

共建项目化。深入开展志愿服务行动，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员、党组织到社区、网格“双报到”活动，组织共同体驻

地单位每年实施一批党建、治理和服务项目。三是做强街道，

推动街道权责对等化。抓住机构改革机遇，深化街道管理体

制改革。划清县（市）区和街道职责权限，引导街道聚焦主

责主业，主要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四是做优社区，

推动社区运行规范化。加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治理体系

建设，健全社区党组织重引领、居委会抓自治、工作站强服

务工作机制。五是做活网格，推动治理服务网格化。以党建



网格为引领，整合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和环境卫

生等各类工作网格，推进多网合一。

（二）健全完善“一元主导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制机

制。一是突出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

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效整合各部门、单位及各类调

解组织资源力量，为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提供强力支撑。

二是整合多元化力量。进一步理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

法调解的对接流转机制，积极拓展访调、诉调、检调、公调

等对接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充分挖掘基层可复制、可推广先

进经验。三是抓好市（区）矛调中心建设。积极推进全市各

县（市）区和市本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由鸡冠区牵头，

实行市和中心城区矛盾调解一体化运行模式，减少社会对

抗，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适时召开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现场会，展示成果，推进工作。四是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专项整治。加强预警预防，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

解专项行动。强化分类处置，逐级明确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职

责任务，落实调处责任，切实将各类风险隐患消灭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

（三）进一步深化优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一是规范

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对标准不高、不规范的中心提档

升级，完善落实运行机制，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实体化、



规范化运行，打造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指挥调度中心，提高

服务管理能力。二是充实网格化服务管理各级工作力量。加

强网格员和网格信息员队伍建设，街道（乡镇）向每个社区

（村）派驻包保干部作为网格指导员，指导协助社区整合各

类事务和资源。三是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化水平。社区

（村）配备综治信息系统专用电脑，并为网格管理员配备手

持信息采集终端，实现“县（市）区——街道（乡镇）——

社区（村）——网格”四级联通。四是建立健全各项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队伍日常管理机制、工作责任

落实机制，实现“源头发现、采集建档、分流交办、检查督

促、结果反馈”的闭环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一年一考

评，考核结果与报酬挂钩。五是强化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推

广。不断探索总结全市社区（村）网格化工作成功经验，通

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大力推广“鸡西模式”。

（四）全力推动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一是推进市、

县、乡、村（村级系试点）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按照

国标及全市实际情况对综治中心实行提档升级，做到有人

员、有场所、有设施、有机制、有经费、有标牌，完善落实

运行机制，实现并巩固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人员配备率

80%以上的目标。二是督促综治中心市、县、乡、村四级建

设全覆盖。对全市各级综治中心进行检查指导，对推动措施

不力，进展缓慢的进行挂牌督办，以督促建，推动实现市、



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达到建设标准。三是进一步完善综

治中心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日常管理机

制，制定明确的考核办法，建立日常检查、绩效考评、群众

测评的考核奖惩机制，健全工作责任落实机制。四是整合提

升综治信息化水平。深入研究、有效整合综治信息与网格化

服务管理模块，实现基础信息建档、事项流转办理、工作指

挥调度、业务分析研判、队伍考核办理等全程信息化共享平

台。

（五）持续深化社会化治安大巡防工程。一是进一步完

善社会治安大巡防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横到边、纵到底的“大

巡防”体系，完善检查、督导、考核、保障等工作机制。二

是加大示范带动力度。总结提升农村治安巡防、城区社区治

安巡防、学校治安巡防、重点场所治安巡防、企业管理治安

巡防、基层派出所巡防等“六种模式”，有效提升基层治安

防控的整体效能。三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结合基层综治中

心建设、网格化管理服务、雪亮工程建设等工作契机，进一

步发挥公安机关主力军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级，特别是基

层综治干部、基层网格管理员参与治安巡防，推动治安大巡

防工作向社区、村居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