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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一直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

如何通过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水平，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此，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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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社会治理

推进共建共治共享，促进人民安居乐业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宋 爽

关键要在“共”字上做文章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
共享。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宁夏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认为，推进社会治
理共建共治共享，关键是要在“共”字上做文章，不能
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

社会治理，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
在人民网网友投票选出的“2022年全国两会调查十大热
词”中，“社会治理”位列第四。

李保平认为，过去几年，社会治理取得了明显成
效。比如，全国各地百姓的安全感大大提升，这得益于
加大扫黑除恶力度、“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措施。再
如，这几年农村发展环境大为改善，为市场主体去农村
投资创造了很好条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法治保障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袁

爱平告诉本报记者，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方式
破解治理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建议，要
加快社会工作专项立法，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法治化保
障。此举有利于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
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
理，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会动员体系建设，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

“全村1263户村民都有了自己的网格员！大事小情
有人抓，急难愁盼有人管。”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
博市淄川区双杨镇赵瓦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久存
告诉本报记者。近年来，赵瓦村坚持做精、做细网格化
管理，将全村分为 10 个网格，村党委书记任总网格
长，村“两委”班子成员每人挂包两个网格，由之前
的村民小组长任网格长，再从党员、村民代表中选配
网格员。

随着“网格”越织越密，李久存发现，村民抱怨诉
苦自家事的少了，主动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的多了。网
格之上，赵瓦村还逐步构建起法治护航、德治固本、自
治强基、智治添彩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持续提升村民幸

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

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认为，
城乡社区治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和谐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基地）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建议，人民法院应持续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探索数字化改革的更多可能，加强司法资源与
社会资源交融共享，助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教
授银燕建议，将“快递小哥”吸纳至基层社会管理体系
中，变成新“网格员”。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他的建议，与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邮
件接发员柴闪闪不谋而合。

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是近年来各地努力推
进的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张惠告诉本报

记者，日照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推动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一体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数据开放“数林指数”在全国
地级市中位居第四位。

张惠说，当地大力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坚持强化
应用赋能，全面搭建智慧应用系统。张惠认为，城市
需要强化数字变革赋能，坚持数字政府、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一体推进，倾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同推进产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积极建设数字社会，让老百
姓办事更方便、更快捷，努力为城市生活插上“智慧
翅膀”。

在广大农村，智能化也为群众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
“老百姓有啥需求，只要点几下手机，我们第一时

间就能给他反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莫干山镇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说。

这两年，依托“数字乡村一张图”，五四村治理方
式变了样：村民开展垃圾分类，专管员借助在线系统，
精准进行远程指导；百姓有事办，各类小程序轮番服
务；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村集体收入数额、土地流转、
农业企业项目情况人人可查；还有智慧医疗、智慧物
流、异动管理、数智党建……

“这些数字化治理探索，精准高效满足群众需求，
给村民带来了实惠和便利。”孙国文说。

作为一名大桥人，我曾先后任职
于中铁大桥局和中铁大桥设计院，见
证了中国桥梁行业追赶和领先世界的
腾飞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
建造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
施，取得了显著成就，桥梁已经成为
中国递给世界的闪亮名片。

目前，我们在桥梁全寿命周期设
计等方面还有一定上升空间。未来需
要在桥梁建设方面进一步推动科技创
新，使用数字技术、开展智能建造和
智慧服务来提升新建桥梁的品质，提
升建造新桥的效率，降低安全风险，
使新建桥梁能够持续有效连续地为用
户提供服务。

通过调查研究，我了解到，在西
部内陆及沿海岛屿之间建造桥梁的环
境更加复杂，条件很不方便，这就需
要建设者针对具体条件采取相应措
施，结合国家重大需求，既要把桥梁
建成，更要把桥梁建好。

在未来的桥梁建设当中，我们还
需要进一步通过科技创新，改进建造
工艺流程，降低能源和材料的消耗，
为实现碳中和做出贡献。在新建桥梁
的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研究，把智
能技术、信息化技术应用到既有桥梁
的改造维修当中，尽可能延长既有桥
梁的使用寿命、降低资源浪费。

（本报记者 叶 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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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安全，是我近年来持续关注
的问题。在我看来，履职和搞农业研
究一样，只有接地气，才能发现真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过去
一年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有三
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等生产一线调研。

每年八九月份是玉米的授粉期，
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玉米地里潮湿
闷热，秸秆、叶子会磨得皮肤火辣辣
地疼，但我每次都要钻进地里查看玉
米长势，因为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
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一次调研期间，一名育种中小企
业负责人跟我讲述了企业面临的困
境。之后，我与课题组其他同事专门

对同类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才留
不住、市场风险大、机制不灵活等困
难进行了详细了解，最终一起形成了
一份4万余字的调研报告。

甘肃是种业大省，但还不是种业
强省。为此，我们还认真梳理了调研
中发现的问题，分析了背后的成因，
并就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推进种
子质量检验监测体系标准化建设等提
出了建议。

去年，我对种子行业既有政策落
实是否到位、如何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也进行了专门研究，努力提升提案质
量。种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共性问
题，我会一直关注下去。

（本报记者 付 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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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推动新能源汽车
产业低碳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碳足
迹核算体系。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尚未形成系统的碳足迹政策管
理体系。建议建立系统的碳足迹管理
体系，指导新能源汽车产业低碳发
展；制定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碳足迹
核算标准及方法；建立新能源汽车碳
足迹行业数据平台；完善碳足迹认
证、评级及激励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校长刘长庚：建议进一步加大教育
投入，增强教育的普惠性、公平性，

培养更多多层次高素质劳动者，把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保障劳动者收入合理增
长，规范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用工行
为，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维护劳
动者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南通亚萍国际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亚萍：建议
出台更多良策，关注实体门店的生存
和发展，包括加大对实体店资金信贷
扶助力度，健全实体店社会服务体
系、信用担保体系、信用评估体系，
解决实体门店融资难问题。

（本报记者 徐 蕾 刘乐艺整理）

观点观点

图①：2021年5月2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的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上，参会者在了解智慧城市治理中心。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图②：2021年11月12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河畔，工作人
员在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知识。 李肃人摄（人民视觉）

图③：1月29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白堡社区银河花园小区，
孩子们在志愿者和网格员陪伴下，参加跳绳等趣味活动。

徐江海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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