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 年12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 满涛 视觉 班璇 校对 张文燕 电子信箱 mantao909@163. com 理论实践

政德大家谈政德大家谈
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主办

■王嘉政① 郑治文②

儒家文化是以“重德”为基调的治政文化。为实现道德理想精
神对社会政治现实的转化和引领，儒家特别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
养要求，将政德作为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基础。孔子讲：“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史为镜、以古照
今，儒家这种以道德、政治互涵为深层结构，以政德作为社会道德
教化之中心的思想文化传统，虽历经千年，然其对时下广大领导干
部修好“政德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君子之德风”，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政德对社会道德风
尚的重要影响，对自己提出涵养政德的严格要求。“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治理理想，孔子认
为，实现德治的前提是“为政以德”，即先对为政者提出道德修养要
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相信，只有为政
者先能以德修己、以德正身，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在全社会形
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偃。”此之谓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
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这显然与孔子的政德思想一脉相
承、相契相通。“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领导干部讲政德、修政
德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成败。因此，广大领导干
部自当以立德、兴德为己任，对自己提出涵养政德的严格要求，通
过自身的表率作用，垂范他人、影响民众。

“木受绳则直”，广大领导干部修政德要严格接受党规党纪的规
范和约束。在儒家那里，为政以德的具体所指主要是要求为政者做到
为国以礼、正身以礼。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
为国，如礼何？”荀子曰：“礼者，所以正身也”，“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

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而言，修政德所要严守
的“礼”，就是党的制度、纪律和规范。领导干部讲政德、修政德，要在
党规党纪的规范和约束下，严以修身，严以用权，“切实把人民赋予的
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
明纪律。”他强调：“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而不仁如礼何”，广大领导干部修政德要不断增强党性修养、

坚定理想信念。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
认为，人之成善成德不仅需要“礼”的外在规范和约束，更需要“仁”的
内在自省和自觉。同样，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讲政德、修政德也应具备

“政德自觉”，这种“政德自觉”，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修
养。“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这正是广大领导干部要先修的

“大德”。只有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党性修养，“才能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诚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
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儒家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加强政德修养可资借鉴的丰厚思想资
源。广大领导干部讲政德、修政德，要努力从中汲取涵养政德的智
慧和灵感。新时代加强政德建设，正需要深入挖掘以儒家为主要
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将之创造性转化为开展干
部政德教育的重要文化支撑和思想保障。

（作者①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作者②
系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修好“政德课”的儒家文化借鉴

■郑本凤

事务主义害人不轻。年轻干部干工作有激情、有干劲，但在现
实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上级安排什么就干什么、领导安排
什么就干什么，执行任务多、规定动作多，创新性工作少、自选性动
作少，没有安排和任务就会闲下来不知道干什么，没有方向、没有
目标。年轻干部必须要警惕这种状态，工作中多研究、多思考、多
学习，从事务主义中摆脱出来。

深入研究思考明确目标。从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到现在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五年规划，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正是在一个又
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下，我们国家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建
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到完成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作为年轻干部必须把工作
放到心上，钻进去、深研究，把自己的工作真正吃透，决不能只是低
头拉车，忘记了抬头看路，为了工作而干工作。要拿出专门时间，
研究思考工作背后的规律，看清它的本质，从而做到游刃有余，以
四两拨千斤的状态，把工作做得更好。

分清轻重缓急提高效率。有了规划和目标，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的就是高质高效，根据轻重缓急、急难险重工作任务的不
同，合理有序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
的话什么工作也做不好、更出不了成绩。日常工作中，总有许许多
多的事务需要去做，这是客观存在的，年轻干部务必要清醒地看清
事务背后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什么样的工作该怎么干、不能怎

么干，自己心中要有杆秤。毛泽东同志曾举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
船夫为例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旦将到藏有暗礁险
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
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工作
中，年轻干部要发挥思维敏捷、效率高的优势，处理好短期与长期、
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既要牵住“牛鼻子”，又要善于“弹
钢琴”，需要轻的时候就轻，需要重的时候就重，千万不要从头到尾
一个音，这样是干不好工作的。

持续加强学习夯实根基。学习是成长进步的基石，是增强本领、
开阔眼界的重要途径，不学习无以立。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好仁
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
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些都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年轻干部大都是从“学校门”到“机
关门”，缺乏实践经验和干工作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在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时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学习”。要坚
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仅要向书本学，还要向领导、同事
学，更要学理论、学政策、学要求。要坚持干中学、学中干，多当几回

“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只有多在一线经风雨、见世
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
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年轻干部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正
是拼搏、奋斗的最好年纪，工作中千万不能让自己陷入看似每天繁忙
实则碌碌无为的怪圈。 （作者单位：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年轻干部要警惕陷入“事务主义”

■曹罡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做好新时代统计法治工作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济宁统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
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牢固树立统计法治思维

遵守统计法律法规是统计法治工作的基础，推进
统计法治建设，最根本就是要牢固树立统计法治意
识。统计部门要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计法治工作的思想基础
和行动指南，严格对照，自觉实践。要进一步健全领
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增强统计法治意识，提升执法
监督能力，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统计工
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持续抓好《意见》《办法》《规定》
《监督意见》再学习再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领导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上
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化统计改革、推动工作创新、
提高数据质量的强大动力和具体实践。

筑牢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思想防线

数据质量是统计调查工作的生命线，是防治统计
造假的核心和关键，履行统计监督职能，依法统计、依
法治统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根本保证。统计部门
要自觉把统计监督放到统计调查工作中去谋划，不断
筑牢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思想防线。要严
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健全完
善全流程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推动执法监督融入日常
调查和业务管理，压紧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责任。要持续开展纠正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文
件的做法，坚决杜绝把统计部门作为完成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牵头单位的做法，确保
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要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认真落
实《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记录过问打探工作事项管理
规定》，有效防范干预统计调查工作行为，积极防范统
计弄虚作假。

高位推动统计执法检查

统计执法监督是统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
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的重要举措。统计部门要压紧压实统计执法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调推进
统计执法监督合力，提升执法监督实效。要充分发挥
好统计执法监督利剑作用，把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
假、维护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能
作用，作为统计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防范化解可
能影响统计数据真实性的风险。2023年国家统计局
济宁调查队进行了三轮统计执法“双随机”执法检查，
扎实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严肃查处统计违纪
违法行为，起到良好的震慑警示作用，加快推动形成

“不敢、不能、不想”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压倒性态势。

全面提升法治宣传效能

各级统计部门要把统计普法宣传教育作为推进统
计法治建设和统计工作强基固本的重要方式抓紧抓
实，让每一次统计行为都成为一次具体有效的普法活
动。要积极推进“嵌入式普法”“逢会讲法 ”，推动日常
普法同集中普法有机结合，将普法贯穿统计调查全过
程，切实提升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程度。要认真组织《统
计法》颁布40周年系列宣传、统计开放日、统计普法宣
传月等集中普法活动，借助主流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持
续扩大统计普法宣传社会效应。深入推进《统计法》进
党校、统计干部进党校宣讲等活动。要严格依法认定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并公示失信信息，形成强力震慑，营
造优良统计信用环境。要用好通报的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典型案例和统计执法检查发现的违法案例，强化
典型案件的通报曝光，做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努力
形成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济宁调查队党组书记、队长）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
扎实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

■张伟光 满涛 贾方方

“东北大花”一直是我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棉衣、棉被的传统
图案，很多人认为它“土”。可最近，“东北大花”一甩“土气”，成了时
尚之都最有腔调的穿搭。网络上，顶着一张混血硬朗面孔的网红李
美越把“东北大花”穿到了法国巴黎街头。花红柳绿的大花袄，衬得
人愈发高大帅气，吸引了男女老幼的目光，路人们还一同穿上同款大
花，瞬间炸街，成了时尚之都最靓的仔。这也一举把“让‘东北大花’
征服世界”的口号喊上了热搜，不少网友直呼“杀疯了”。

“东北大花”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它的出圈与国潮热密不
可分。

“东北大花”的历史源头在哪里

“东北大花”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中的一种花色，它的产生有复杂
的历史因素：

有清一代，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特别是在康雍乾时期，集体审美
偏爱粉彩、锦地、百花等艳丽繁复的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民间
衣着富有色彩成为风俗。河北魏县花布染织技艺作为中国古代花布
印染的活化石，在清代已有平安牡丹、凤凰牡丹和石榴寿桃等花色品
种，色彩鲜艳、造型完美。

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大量进口苏联花布。后来，上海华
东纺织局和东北的印染厂结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被面大花图案
上取得突破，相继推出“百鸟朝凤”“农家乐”“鸳鸯戏水”“孔雀牡丹”
等大花图案。由陈克白设计的“牡丹凤凰”，一说是我们最为熟悉的

“东北大花”的经典图形，不过，也有人认为最早的“凤穿牡丹”图案源
自东北的一家印染厂，其较早结束了没有国产印花布的窘况。正是
因为这种首创，在很多人心里，最正宗的大花布就是二尺三宽幅、只
有红绿蓝三色的东北纯棉布，根据所印的凤凰大小的不同，还有着

“大凤”“小凤”的别称。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小品冲上全国大舞台，“大花衣”“大花袄”成

了东北小品演员的常见造型，更让“东北大花”深入人心。时至今日，
浓烈艳丽、带有强烈色彩冲击感和喜庆吉祥图案的“大花布”以鲜明的
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瑰宝。由此可见，“东北大花”的形成不
是单一原因的推动，而是历史演变、文化融合和创新发展的结果。

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传统价值认同

“东北大花”逐渐演变成中国的一个视觉符号，它的流行是文化
多元背景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现和认同。

共情性是传统价值认同的情感纽带。“东北大花”的走红，唤起很
多城市人的故乡回忆，产生心灵的共鸣，这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是
地域文化共情，也是价值认同的情感基础。所以，传统文化在进行跨
文化交流中，更要注重共情，才能让国潮席卷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
比如，水墨丹青、传统纹样、千里江山、宋韵画展示……今年杭州亚运
会开幕式上，裸眼3D的舞台视效让观众身临其境，现代化解读打破
文化隔阂，极致的中国美学让世界人民为之惊叹。国外社交媒体上，
关于亚运会开幕式的短视频线上播放量破亿。

民族性是传统价值认同的交流基础。鲁迅先生在评价陶元庆的
西洋画时说“中国向来的魂灵”就是“民族性”。“东北大花”作为最具
乡土味的传统文化，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十几年前“东北大花”

首登舞台时受到网民吐槽，到今天再登舞台后的追捧，鲜明的对比不
难看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再发现、再创造的背后
是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观点也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其鲜明的民族性才能够屹立世界。今天“东北大花”的出圈，是文
化交流在平等、尊重和自信前提下民族性的充分体现，也只有如此，
民族的文化才能成为世界的文化。

产业化是传统文化价值获得认同的经济动力。传统文化做大做
强的方式有很多，但产业化是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有效路径。传
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要“学古不泥古”，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和审美追求，文化产品才能畅销。其结果一方面能够为相关企业
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能让传统文化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获得更多人认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相关企业会投入更多资金
研发、生产，将更多精美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传统文化影响力会进
一步扩大，继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产业的推动下，“东北大花”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在走向市场，相
关产品的热销进一步扩大了“东北大花”的影响力。随着“东北大花”
的走红，相关企业“接到的订单根本做不完”，数百家加工厂加班加
点，忙得“热火朝天”。这一报道表明，市场跟着热点走，抓住热点就
抓住了效益。“东北大花”带富了一方百姓，也让“东北大花”的持续走
红有了强劲的经济推动力。

数字化是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科技赋能。“东北大花”的走红离不
开数字化赋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依托新媒体的传播和直播经济、

“云端”带货的助力，才让“东北大花”迅速走向千家万户，特别是让年
轻人重新认识了“老产品”，发现了新价值，激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好感，让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生活、融入日常。除了“东北大
花”，在国潮崛起的过程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故宫博物院综
合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出“云游故宫”“数字文物库”“数字多宝阁”等平
台，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近距离感受故宫魅力。再比如，《唐宫夜宴》
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和AR技术，让博物馆的陶俑跳着舞穿越“千里江山
图”“簪花仕女图”“莲鹤方壶”等一件件国宝，来到大唐金碧辉煌的宫
殿，演绎一场极致的宫廷盛宴，实现了口碑和流量的双赢。

“东北大花”对国潮崛起的启示

“东北大花”的走红，无疑是文化“两创”背景下国潮崛起的成功
范例，为国潮更好地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首先，尊重文化“无用之用”，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从“东北大花”
的经历看，从被嘲到出圈走红，蛰伏期“大花”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文化元素”一旦不能尽快“变现”，就是“无用”
的，这种想法折射出的是发展中的功利和短视。在功利思想推动下，
一些文创产品成功推出后，很快带来风格雷同的仿造品，简单复制、生
搬硬套、脱离实际，刻意地“创新”只会让文化成为急功近利的牺牲品。

其次，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做好“结合”文章。充分发挥宝贵文化
资源作用，就要精准把脉、科学连接，用与时俱进、合乎情理、紧接地
气的表现方式，在结合、融入上下功夫，才能在文化传播普及、实践养
成、融入日常中孕育出更多绚丽的“大花”。

再次，数字赋能，面向未来开新篇。从“李子柒”的中国式“田园
诗”到炫目的“东北大花”，从“村BA”的疯狂到深山音乐会的浪漫……
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将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蕴含于“大流
量”“正能量”之中。这一切的取得，离不开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
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可以说，数字赋能功不可没。

推动国潮出海，必须着眼未来，放眼世界，借助新技术、新科技、
新力量，探索创新数字文化产品传播模式，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场景
式传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插上数字翅膀，在自信自强和开放包容
中奔向未来。

国潮出海，“东北大花”做对了什么？

■庞广雷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中华传统诚信文化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诚信文
化建设的思想源泉。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诚信文化，是
构建新时代诚信文化体系的重要实践路径，是诚信中
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
是中华传统诚信文化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密码”。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诚信文化，就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科学指引，坚持守正创新，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
传统诚信文化文脉、谱写新时代诚信文化华章。

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要守“马克思主义思想
指导地位”之正，创“第二个结合”之新。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
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坚定信仰
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传承中华传统诚信
文化，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诚信
文化，去粗存精，以确保其正确的传承方向。中华传
统诚信文化所蕴含的诚信思想、诚信观念、诚信原则
与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创新马克
思主义诚信思想与中华传统诚信文化相结合的方式
方法，推动“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实现二者有机融
合，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有利于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有利于推动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全领域的合作发展。

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之正，创“古为今用”之新。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前，中华传统诚信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社

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但其蕴含的信用价值理念、信用
规则意识和履约践诺精神等，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因
此，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就要树立社会主义诚信
理念、培养社会主义诚信意识、弘扬社会主义诚信精
神。为此，就要创“古为今用”之新，在促进中华传统
诚信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行为。要注重研究中
华传统诚信文化思想理论，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要
充分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的精髓要义，推陈
出新，做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让中华传
统诚信文化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活
起来、传下去、润人心，为社会主义诚信文化建设提供
强大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传承中华传统诚信文化,要守“中学为体”之正，创
“交流互鉴”之新。中华传统诚信文化是社会主义诚信
文化的根和魂，是构建新时代诚信体系的文化基因。
加强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就要坚持中华诚信文化的主
体性，即“中学为体”。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问题导
向，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诚信理论观点，才能更
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诚
信文化是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
国际互信合作交流发展的基石，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深化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色。这
就要创“交流互鉴”之新，在交流互鉴中，汲取国外诚
信文化的合理成分，创新“交流互鉴”方式方法，以讲
好中国诚信故事、举办诚信国际论坛、对来华和在华
外国人开展诚信宣传等方式提升中华传统诚信文化
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唯有充分挖掘中华传统诚
信文化中的精髓，创新借鉴西方诚信文化中的合理成
分，实现中西诚信文化的有效整合、良性互动、贯通融
合，创“交流互鉴”之新，才能使我国的诚信文化实践很
好地适应国际关系发展需要，夯实国际互信基础，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促进国际合作发展提供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共梁山县委党校）

守正创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诚信文化

■林慧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
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
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主体，
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
体已经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
举措，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治理共同体更是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承载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工作还面
临着若干困难和不足，必须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和实践
中不断更新和改进，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助推中国
式现代化。

坚持党建引领 为治理秩序提供政治保障

当前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治理的程度和力量比较薄
弱，各个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角色、地位、资源和力
量存在鲜明的差序性特点，必须进一步发挥党组织极具
优势的动员能力，凝聚治理合力，维护良性的治理秩序，
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党建引领的整合机制而言，主
要可以分成这样两个途径：其一，优化基层党建的组织
嵌入机制。通过组建功能型党支部、项目型党支部或党
小组等方法，把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社会治理的具体架
构之中，实现党基层组织和企业、其他组织在架构上互
相嵌入。第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
能力。一方面采取党员下沉、平台化党建、区域化党建
等方法，构筑社会治理平台，集中治理资源。另外，通过
将基层党的建设活动信息公开化和提高基层党的建设
公益活动的服务性、互动性，促进党群之间的交往与连
接，为社会动员提供情感纽带，从而有利于凝聚社会治
理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和共治氛围。

坚持“五社联动”促进治理架构的有效联结

“五社联动”指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及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联动。它既是一个社
会联结机制，又是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构建
五社联动的多元互动机制，能够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提供有力的主体支撑。一方面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与
居委会的纽带功能，带动专业社会组织以反映市民需
要、破解社区现实问题为目标，推动政府资源精准匹配
服务需求。通过加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以党组织为核
心导向，利用专业化的资源链接技术，引入社会资本、挖
掘社区志愿者、撬动社区慈善资源。另一方面，发挥社
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指导和赋能社区社会组织，调动社
区志愿者的积极性，增强其策划和运营社会公益项目的
实力以及自我组织的能力，使社会“活”起来。

坚持科技赋能 推动治理方式的迭代升级

数字信息时代的来临给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的
困境带来了全新的可行思维和治理方法，能够使得决
策越来越科学合理、管理越来越协同高效、服务越来
越精准化和精细化。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对
科技赋能的运用，不仅仅是表层的科技应用，还需要
进行技术和共同体的双向塑造。在技术属性上，将信
息技术嵌入社会治理架构，衔接机制、组织结构与运
作过程，激发数字技术的治理属性，形成以数字化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途径和方式，以信息技术驱
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效能提升。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夯实基层治理基石，以党建
引领为治理秩序提供政治保障，以“五社联动”促进治理结
构的高效联结，以技术赋能促进治理方式的迭代升级，更
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本文系2022年
全省党校系统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社会治理共
同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编者按 国潮，是带有中国特定文化元素的“潮品”，是文化自
信和创新发展的表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潮走向世界，在丰富生
活、引领时尚的同时，也给文化“两创”带来诸多启示。本文深入剖
析了“东北大花”现象，围绕国潮出海进行了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