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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5835.htm 相对于“管理”而言

，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服务”。只有细心倾听“草木”的

叹息，才能真切地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期所盼。 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课题

。切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

干部在新形势下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正确认识和

把握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科学引导、从善如流、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前，在如何正确

看待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一问题上，不少同志在认识

和实践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些同志对我国社会经济成分

、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

”所带来的社会新变化往往是贬多褒少、被动应付多主动作

为少、消极处置多积极引导少。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常

常重管理轻服务、重指令轻倾听，甚至重打压轻疏导，迷信

专政工具，结果丁点儿的小事最终酿成不堪收拾的群体事件

，造成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外地人与本地居民之间、

企业与工人之间等等的深度隔阂，有些伤痕是很难短时间弥

补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

群众工作会有不同的具体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把做好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应当看到，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然带来的格局。对此，各级领导干部要

有清醒的认识。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多种所有制经济充分涌

流后，传统的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模式被冲破一样，当前社

会领域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传统的“单位人”变成了

“社会人”后，许多青年人没有固定单位，流动性很大，也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单位”去管理；不少企业的青年员

工从过去的单纯维护个人基本权益，向希望分享企业的发展

成果、保障群体利益等方面转变。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

法来看待，这些确实是一个个新难题，好像老百姓变“刁”

了，不听使唤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

看待这些现象，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人的自主、自立意识

的增强，不正是我们老祖宗所倡导的人的解放学说的生动体

现吗？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丰富实践，不正具体而形象地诠释

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强调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前提”的理论吗？从某种

意义讲，人的解放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中国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志。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兴起，推进了中国经济

的整体发展。可以说，没有计划经济樊笼的突破，没有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绝无可能获得今天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多

元化必然催生人的“四个多样化”。对此，我们应当以足够

的心理准备，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有的领导干部还

留恋全国一片“蓝蚂蚁”的年代，梦想回到人民公社那样的

管理体制，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倒退，也是和党的基本路线

格格不入的，人民群众也决不会答应。 当然，正确认识人的

多样化的同时，也要对其形成的各种挑战和不适应症予以高



度关注。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

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

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

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如唯利是图

、个人利益至上等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在侵蚀着一些人的

思想；西方的一些错误思潮也在试图影响我们的年轻一代。

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从创新社会管理的

视角看，当前我们遇到的各类难题，恰恰是创新和突破的所

在。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成功的经验，

克服了这些困难，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必然上了一个新

台阶。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

对于“管理”而言，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服务”。只有细

心倾听“草木”的叹息，才能真切地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

、所期所盼。需要注意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需

要做的是促进社会活力的迸发而不能是简单粗暴地限制社会

活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听取

不同的利益诉求、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学会在交锋交流交

融中达成共识、取得一致。 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

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

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全面

增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全社会的文明水平。可以相信，我

们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了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我们完全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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