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坚持首善标准 十年磨一“建”
经党中央批准， 北京市于

2007 年 10 月成立市委社会工作
委员会、 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
室。 十五年来，按照党中央要求，
密切结合首都实际，北京市社会
建设坚持首善标准，积极创新实
践，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连着
一年干，创造了许多经验，取得
了明显成效，走在了全国前列。

十年磨一“建”。 北京市社会
建设的主要经验和成效可以概
括为三句话： 一是当做大事抓，
十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几乎
每年都召开重要会议，每年都出
台重要文件，每年都推出一系列
重要举措，把社会建设当作事关
全局的大事抓。 二是坚持两手
抓，一手抓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 一手抓基层基
础，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三
是形成十大体系，具体如下：

一 、 形成社会建设工作体
系。 2007 年、2008 年，市、区两级
先后成立党委社会工委、政府社
会办，明确牵头协调社会领域党
建和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指导街
道、社区工作，指导社会组织建
设、非公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等工
作，形成了纵向到社区、横向到

“两新” 全面覆盖的社会建设工
作体制。

二 、 形成社会组织建设体
系。 一是体制创新“架桥梁”：构

建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
让以人民团体为骨干的“枢纽
型”社会组织，政治上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业务上发挥龙头聚合
作用、日常服务管理发挥平台窗
口作用，将社会组织分类分级联
合起来。 二是加强党建“配导
航”， 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委
员会、党组织、党建工作办公室，
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广泛
覆盖。 三是完善服务“添动力”，
建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建
立社会组织服务（孵化）一中心、
多基地，开展一系列培训。 四是
拓宽领域“搭平台”，开展社会组
织公益行活动，建设商务楼宇工
作站， 凡是政府可以不做的事
情，支持社会组织来做，让社会
组织更有序、更有活力、更好地
发挥作用。

三、形成社区建设体系。 一
是实现社区“三有一化”：有专职
人员办事， 有固定场所办事，有
经费保证办事，工作规范化。 特
别是从 2009 年开始，市、区政府
投资 60 亿元， 按不低于 350 平
方米标准，彻底解决了全市 3100
多个社区办公用房问题。 二是基
本实现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全覆盖。 把政府应当给社区提供
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设施分为
十大类、60 大项、180 多小项，称
为实施“1060 工程”。 市、区政府
各部门集中力量，分期分批把社

区设施项目配齐。 三是推动“一
刻钟社区服务圈”全覆盖，目前
覆盖率 95%左右。 另外，北京市
还开展老旧小区服务管理试点、
推动农村社会服务站建设、动员
驻区单位建设“社区之家”等工
作，从而使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明
显提高。 在三年疫情防控中，北
京社区建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发挥了突出作用。

四 、 形成社区队伍建设体
系。 2009 年，在金融危机、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和社区队伍严重
不足的形势下，北京市做出了实
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决定，得
到中央领导充分肯定。 现在，全
市拥有 4．5 万名社区工作者，平
均年龄 39 岁， 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的占 95%以上， 党员比例占
55%，40%以上人员获得全国社会
工作职业资格证书， 一支专业
化、 职业化的队伍已经建立起
来。 目前，社区工作者平均工资
收入达到了北京市社会平均工
资水平。 优秀社区党委书记可以
通过一定组织程序到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形成了“进得来、用
得上、留得住、流得动”的体制，
把社区当做培养人才的渠道、锻

炼干部的平台。

五、形成志愿服务体系。北京
奥运会之后， 首都志愿者成为亮
丽的名片，大型服务志愿组织、日
常服务志愿组织、 专业志愿服务
组织三类队伍迅速建立起来。

六、 形成网格化工作体系 。
2004 年，北京率先推出城市管理
网格化，后经逐步完善，实行社
会服务网格、治安网格和城市管
理网格“三网合一”，形成了一个
全覆盖的网格化工作体系。

七、形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体系。 从 2009 年开始，北京市专
设了社会建设专项资金， 每年
2.5 亿元， 用于购买社会服务项
目和管理项目、管理岗位，即除
了常规的购买服务项目外，还通
过购买管理项目，支持“枢纽型”
社会组织管理更多的社会组织；
通过购买管理岗位，支持那些党
建和业务工作做得好、非财政拨
款的社会组织有人办事。

八、形成智库建设体系。 从
2008 年开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与首都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建立
了 18 个研究基地， 每年完成一
批课题研究项目，为市、区决策
献智献策，推动社会建设理论和
实践创新。

九、形成党建工作体系。 街
道社区党建区域化，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实现
全覆盖。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发展
和创新， 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国家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
社会工作优势。

十 、 形成综合评价体系 。
2011 年，配合《北京市“十二五”
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 实施，
北京市委社工委与上海华夏社
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制定了《中国
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包括六大部分：党
的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
会动员、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有
若干重要指标。 采用数据全部来
自各级政府，特别是统计部门的
公开数据，具有客观性。 每年对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大城市
社会建设情况综合评价，每年编
印一本《中国社会建设报告》（蓝
皮书）。

2014 年 2 月 26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重要讲
话中，对北京市“大力加强社会
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可以说，北
京市在推进社会建设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站在了历史新起点。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社会建设
促进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北京
市社会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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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专题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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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本期特别推出“社会治理·专题”报道，通过对北京、天津、河南、江苏、四川、湖北等地开

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做法、成就和下一步规划进行展示，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