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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强 史 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强调：“要把村为民服
务中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
的重要阵地建设好，完善充
实服务事项，提高为民服务
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
性和实效性。”社会治理的
基础和重心在基层。建设
好村为民服务中心，进一步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必
须坚持以群众合理需求为
导向，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
性和实效性。

精准性和实效性是有机
联系的。从服务过程看，需
要提高针对性、提升精准度；
从服务结果看，需要坚持结
果导向、注重实效。精准性
主要是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
要求，实效性要由公共服务

消费者来评判，在实践中要
以服务的精准性增强服务的
实效性。建设好村为民服务
中心，要以增强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
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服
务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服务
提供与消费的统一，进一步
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
实效性，对服务内容、服务
流程和服务成效进行精心
设计和管理。

精准提供服务内容。民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
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
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
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
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村为民
服务中心直接与群众打交
道，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要及时感知并着力

解决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一方面，纵向贯通
市县、乡镇、村（社区）行政服
务中心、为民服务中心体系，
畅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就
业、就医、入学、社保等基本
公共服务事项的办理渠道，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
覆盖；另一方面，努力做好横
向联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将
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水电燃气、通信供暖、老人日
间照料等纳入服务内容，努
力为村民排忧解难。进一步
拓宽服务业务范围，根据群
众生产生活的变化和需要，
不断丰富和完善服务内容，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精密设计服务流程。村
为民服务中心面对的是百户
千家，需要处理各类日常事
务。老百姓都希望想办的事
情能够尽快得到办理、想得
到的服务方便快捷。这就要
求在服务流程上下功夫，不
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应
针对不同类型的事项制定相
应服务流程和标准，明确服
务指南，特别是明确应提交
的资料清单、办理期限、所需
费用等。在做好窗口服务的
同时，还要大力推行网上办
理，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推出“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甚至让部分事项“一
趟也不用跑”，打通政务服务

“最后一公里”，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切
实提高为民服务效率。

精细管理服务过程及成

效。这是保障服务质量、提
高服务实效的关键。加强服
务过程管理，需要利用综合
评估等管理方法和方式，进
一步强化服务过程和结果监
督。抓好服务的跟踪问效，
把服务的专业性和群众的满
意度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服
务对象反馈、第三方评估等
方式，对服务内容进行动态
评估问效，建立健全反馈机
制，提升服务实效。健全为
民服务监督机制，让广大群
众参与服务监督，进一步提
高群众评价权重。力戒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决不搞“一
阵风、大呼隆”式的服务，确
保为民服务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切实以面对面、心贴心的
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
度。（作者单位系四川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增强为民服务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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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古蕊 梁启东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场疫
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
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地球。”9月30日，习近
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生
态文明，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
力；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
环境治理合力；保持绿色发
展，培育疫后经济高质量复苏
活力；增强责任心，提升应对
环境挑战行动力四点建议。

抗击疫情
为绿色发展加速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的暴发和蔓延，给我们
共同生存的地球家园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给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
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对
自然界缺乏敬畏和对生态平
衡的肆意破坏。在地球这个
完整的生态体系中，每一个物
种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态位
置和生存法则，其功用和价值
是任何其他物种不能替代
的。也就是说，每个物种都有
着各自的生存边界，不容侵
犯。而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
的行为中，缺少对自然界的敬
畏精神，不断强占、挑战着其
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打破了人

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从而给自
身带来了不可预估的生存和
发展危机。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但归根结底人类是自然
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
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在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如果全人
类能够提升对大自然的敬畏，
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人
类绿色发展的步伐。

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形成了以
绿色低碳发展为基调的生态文
明思想体系，并成为治国理政
的重要依据和维护全球生态安
全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提倡
要树立尊崇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不仅将绿色低
碳发展视为积极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应尽的国际义务，更将
其作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对推动全
球绿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低碳转型
彰显绿色发展决心

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中国在污染
防治、土地荒漠化治理、节能
减排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
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践，取得的
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
同和高度赞誉。2019 年，中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15 年和 2005 年
分别下降约18.2%和 48.1%，
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

降 40%至 45%的目标，基本
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
长的局面；非化石能源占能源
消费比重达 15.3%，比 2005
年提升7.9个百分点，也已超
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提高到
15%左右的目标。“两山”发展
理念表达了中国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态度和决心，这
一理念走进了联合国并传向
世界，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
要遵循。

中国向世界承诺，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从达到峰值到实现
碳中和，发达国家过渡期有六
七十年时间，中国计划只用
30年时间。这是中国向世界
传递绿色发展理念的铿锵之
音，彰显了中国愿与各国携手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信心与
希望，同时也勾画出中国低碳
发展的未来之路和人类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图景。中
国将坚定走好低碳发展道路，
一步步实现绿色发展繁荣。

绿色发展
推动经济“绿色复苏”

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役仍在继续。全球
经济复苏的需求尤为迫切，世
界各国也都面临着由疫情引
发的经济、金融、环境保护等
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疫情严

重影响了世界，但疫情的冲
击不能改变世界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长期基本面，绿色发
展仍将是扭转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失衡的重要手段，理
应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
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当下，全球更要注
重绿色低碳转型，以绿色发展
促进经济的“绿色复苏”。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
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
同舟共济。要树立命运共同
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相互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
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
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
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
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中国的行动已为世界作
出典范，积极推动绿色“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
球生态环境治理，成立“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设
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实
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并提
出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
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中国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绿
色复苏”，为破解世界经济发

展难题提供了良方，为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注入了新动能。

命运与共
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
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
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
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秉持
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中
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
战中，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与各国人民一同维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树立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
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大
背景下，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
危机，是固守冷战思维、零和
博弈，还是加强团结合作、携
手治理？这是摆在世界各国
面前的现实问题。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
段不同、应对能力不等，各国
对保护全球环境应负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各国要摒弃
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意识，树立合作、互惠、共
赢的理念，通过各国自主贡献
和国际合作提高对《巴黎协
定》的支持力度，推动构建公
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第一作者系辽宁
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第二作
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