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融合发展中涉农社区治理

的成都创新实践
——以产业转型中的大邑县沙渠镇涉农社区治理为例

邵军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社区发展治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新思想、新理念、
新要求，成都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方法，构建了一套针对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行之有效、适应性强、体系化的新型社区
治理模式。

发展背景及存在问题

大邑县沙渠镇，是成都市66

个产业功能区之一的大邑县智能

制造产业园区承载地。近年来，随

着企业不断入驻，全镇经济发展

势头迅猛，带动社会结构迅速变

迁，为全镇的社区治理提出三大

挑战：一是“产城一体”的镇域结

构转变，对党的领导、政府引导、

社企联动，共促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提出新要求；二是依托传统小

农经济的散居模式被打破后，新

的社区组织形式要求平稳、有序、

高效，对新社区治理格局提出迫

切诉求；三是转化身份和就业形

式的本地户籍人口对高品质的城

市生活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

传统“条块治理”中存在的

碎 片化 现 象如何 破 解？党的领

导、行政服务与监管、文化治理、

法治保障、社区生态环境治理、

经济可持续等治理手段之间的深

层逻辑关系和科学运行机制是什

么？一系列问题摆在桌面。

2017 年 9月召开的成都市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全面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

和社区发展治理的新思想、新理

念、新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体现到城市建设发

展的全过程。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关于社会治理的总体部署，围

绕四川省委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

川，成都市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治

理新格局，以构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目标；以坚

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尊重和

保障人民意愿、依靠人民的创造

性实践为主体的原则；以社会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体制机制创新和

智慧平台建设为动能；以加强党的

领导创建社治委和着力社会组织

建设、加强社会文化源头治理发

展天府文化、加强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建设形成“开门办公”

的新气象、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创

建“无讼社区”为抓手，突破传

统“碎片化治理”瓶颈，形成融党

建、文化、行政、法治、生态、经

济治理于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新

模式，找到了一条产业背景下新

型涉农社区治理的新方向。

成都创新实践

为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重大

要求在成都落地生根，确保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不断提升特大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成都

经过创新实践，初步形成了针对

工业化背景新型涉农社区的社会

治理模式。其具体创新实践如下：

一个中心。即以防范化解社

会风险，构建基层社会共治共享

新格局为中心。

两个原则。即以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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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构建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坚持

党的领导，狠抓组织建设。创建中

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

员会。通过社治委这一“成都创

造”实现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条

块资源，凸显新时代社会治理新

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

原则。加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

好用好基层社区治理“领头人”。

充分发挥社会两新组织的平台

作用，真正形成企业与政府的桥

梁纽带。充分尊重保障人民群众

实践主体地位——按照“主动作

为、自愿创建”的原则，构建社会

激励与约束机制，此举深刻贯穿

法治文化、法理依据、法治体系和

机制创建等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

内涵。建立多元力量参与处置机

制，推进辖区派出所、“红袖套”

群防群治队伍等专群协作共治。

三大动能。即立足体制机制

创新、法治化建设和信息化平台

建设，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三大新

动能。立足体制机制创新和法治

化建设，创建“无讼社区”。紧密

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

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

作为抓手，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向

社区治理纵深探索；立足信息化

平台建设，构建联网运行的智慧

社区。建立了视频监控联网、信息

数据融合的智慧治理中心和智慧

社区。

五大抓手。即以文化治理、服

务型政府建设、无讼社区创建、

社区生态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

带动、治理手段构建社会治理新

格局。立足社会文化源头治理创

建“天府文化”，筑牢基层社会发

展文化基础。重点结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国家、集体、个人三

个角度的时代要求和地域发展特

点，实现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构

建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以“三去一改”创建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以“开门办公”提高基

层行政服务效率；以“无讼社区”

创建为抓手的基层法治社区建

设；社区生态环境治理：从社区

绿化面积、单位家庭能耗、清洁能

源利用率，生活减排有序等方面

入手，打造生态良好、环境友好的

宜居之地；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带

动社会治理可持续。通过清产核

资成立跨村联建社区集体经济组

织增强社区造血功能。

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丰富和完善了城乡社会治理

新格局。多年来，社会治理格局按

二元结构划分，传统管理手段“一

刀切”“碎片化”的管理模式难以

适应城乡发展新格局。精细划分

现有城乡社区类型，是当前社会

治理的走向纵深的前提。涉农社

区按照主导产业划分，有依托传

统小农耕作模式为基础的传统涉

农社区，有依托一三产业联动的

新型社区，更有二产业为主导的

新型涉农社区。上述三类涉农社

区的治理模式有明显差异。以社

会治理“成都创造”对接社会经

济发展变革需要，实现了社区治

理走向精细化、体系化、专业化，

为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贡献了“成都智慧”。

立足以人民为中心，凸显新

时代社会治理基本特征和要求。

中国作为区域地理特点、人口结

构和素质、产业基础和文化传统

差异大的大国，其社会治理形式

离不开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成

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并作为指导原则，从充分发挥

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建教

育培训平台、天府文化、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无讼社区”等体

系化创建过程中，不断探索“以人

民为实践主体”的实现形式。

注重精细化、体系化、专业

化建设。为保证党的建设、经济

高质量发展、文化源头治理、行

政服务与监管、法治保障、生态治

理形成合力，在社会实践基础上，

按“一个目标、两大原则、三大动

能、五大抓手”设计，重点突出，

在体系化构建的共性基础上为精

细化、差异化社会治理形式预留

了充足空间，并形成了相对完善

的专业指标体系，确定了“五位一

体”的建设目标（“五位”包括平

安指标、智慧指标、生态指标、文

化指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社区这

五大基础性指标；“一体”指党领

导下的多元建设主体，又称“主体

指标”），不断为丰富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提供

实践土壤、做出成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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