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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聚合力“七化”融合促共治
——呼伦贝尔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工作综述

“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又是重大嘱托。2020

年以来，以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

市为契机，呼伦贝尔市掀起了声势浩大、力度空前的

整体战、攻坚战。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上台阶”的

总体部署，以“高位化”统筹、“融合化”治理、“多元化”

参与、“立体化”防控、“实体化”运行、“智能化”支撑、

“分类化”推进为实践路径，呼伦贝尔市着力打造“守

望相助＋社会治理”地域品牌。经过不懈努力，全市

干部群众对市域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普遍提高、关

键制度机制普遍建立、基础平台力量普遍加强、各类

矛盾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逐年提升。2022 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满意度达

99.33%，呼伦贝尔市在全区考核中位居第三名。

1 分类施策
共筑平安

呼伦贝尔市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针对全
市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类型不同、发展方式不同、
诉求多元等实际情况，通过“分类化”推进，持续
构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各具特色的

“守望相助+社会治理”模式，把各族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实现在“家门口”。

在城区，推行“党建引领‘网格+警格+科技
支撑+N’平急结合”治理模式。以基层党组织建
设为引领，创新“网格+警格”工作法，警网深度融
合，激活为民服务最小单元格，发挥出“1+1>2”的
治理效果。在农区，实施“大引领+大调解+大讲
堂+邻里守望”治理模式，“有事找邻长、睦邻一家
亲 ”成为常态，为打造平安乡村提供了样板。在
林区，形成“一片林、一家人、一条心、一体化”治
理模式，地林同心协力、共谋发展，林区治安防范
水平全面提升。在矿区，构建以街道社区党组织
统一领导、驻区企业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
与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三官两员
一律”下基层，共建和谐矿区。在牧区，实行“党
员中心户+新时代‘草原110’+‘千万工程’”治理
模式，打造流动警务室、千座蒙古包哨所，招募万
名“牧民哨兵”，成立“红袖标”草原110联防队，建
立公共应急响应机制，构筑军民联防铜墙铁壁。
在边境地区，探索形成党务联建、村务联谋、警务
联抓“三务合一”治理模式，不断深化党政军警民
合力强边固防，建立起以警地党组织联创联建为
抓手、警务室和民警“村官”为纽带、辖区党员群
众共同参与的“小阵地”“大党建”工作格局。

三年来，呼伦贝尔市不断擦亮平安底色，坚
决守护万家幸福，刑事治安案件持续下降、矛盾
纠纷就地化解、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基层基础更
加坚实，这是一份全市社会治理参与者、建设者
的成绩单，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立足市情、服务大局，积极探索呼伦贝
尔特色社会治理之路的实践成果。

黎明即起，孜孜为善；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按照“收好尾、谋新篇”总体要求，全市上下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完成“五大
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不
断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北
疆稳定常筑长固，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分、更可持续、更有保障，描绘好经
济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呼伦贝尔
新画卷。

（呼伦贝尔市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合格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呼伦贝尔市本着“立足长远，以创促
建”工作思路，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谋划，
以“高位化”“融合化”“多元化”为实践路
径，探索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科学完备、行
之有效、符合市情的治理体系，让社会治
理有“魂”、有序、有力、有效。

“高位化”统筹。呼伦贝尔市将市域
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全面实施

“四级书记”统筹抓社会治理机制。市委
书记、市长亲自挂帅，领导全市创建工作，
先后召开领导小组会、推进会、调度会30
余次，制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任务分解
清单等11个文件。各级各部门实现社会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覆盖、实运行，形成
了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层层推进、四级联
动的社会治理指挥链。在十四五规划中
专题设置“市域社会治理”篇目，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794项，结合党的二十大新部署，
重点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四级联动、分
类推进、分级考核、以创促建”推动市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的实施方案》，不断推动全

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走深走实、行
稳致远。

“融合化”治理。以基层治理为基
石，以平安建设为目标，“五治”融合发
力，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
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
系，有效释放“乘法”效能。大力推进网
格化管理，全市划分6997个网格，配备专
兼职网格员 23912 名，将支部建在网格
上，突出党建引领，做活基层治理“一盘
棋”。推进“一网通办”能力建设，全面推
行“综合一窗”受理，建立政务服务“跨盟
市通办”，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认可和好
评。全市 794 个嘎查村全部施行村民代
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制度。海拉尔区扎罗
木得村、扎兰屯市向阳村确定为全国村
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六个社区荣
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嘎查村（社区）”荣
誉称号。在社区、嘎查村配备法律顾问，
培养“法律明白人”，引导居民养成遇事
找法的好习惯。广泛开展诚信行业、单

位等主题实践活动及最美家庭、见义勇
为模范等评选活动，厚植道德底蕴。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事务与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步推进，守好各
民族美好精神家园。

“多元化”参与。让人民群众成为市
域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他们同基层政法
委员、党员干部、政法干警、网格员、调解
员、志愿者等社会治理队伍，形成了专群
结合、群策群力、多点联动的治理合力。
疫情期间，探索形成“一体多元、平急结
合”疫情防控工作模式，机关单位党员干
部进网格，物业企业、居民骨干、志愿者广
泛参与，筑起了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坚实屏障。积极探索社会治
理“警民融合”机制，组建各行各业公安机
关义警队 28 支 468 人，携手守护一方平
安。充分发挥，引导其社会组织行业优势
和自身特点，引导其主动融入基层治理，
运行“党建+社会组织+公益”模式，精准化
治理、精细化服务效能不断显现，极大地
提高了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指数。

登高望远 布局谋篇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各类
风险隐患可防可控可化解，实施“立体化”

“实体化”“智能化”系列举措，在基层基础
上落子求效，持续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让平安呼伦贝
尔建设成色更足。

“立体化”防控。成立具有草原特色
的“海东青”“赫力沁”骑警队，打造中心城
区、毗邻黑龙江地区、牧业四旗地区、边境
口岸旗市4个“一体化”政保警务圈，建立
全市防范重大风险工作运行机制，形成

“点、线、面”立体化风险防控网。针对网
络安全新形势新特点，着力构筑“防护屏
障”“阵地屏障”“物理屏障”，强化网络安
全壁垒，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紧盯群众关
切，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整治养老诈骗
等专项行动，破解平安建设突出问题。反
电诈工作实现“两升两降”，日均发案由历

史高峰30起下降至3.6起。2022年，全市
八类主要案件数同比下降12.13%，命案发
案数同比下降22.5%，创历史最低。

实体化”运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以实战实用实效导向，构建
功能融合、服务多元、便民惠民的社会治
理“主阵地”，让基层有载体有支撑。集中
资源打造四级社会治理指挥调度中心，与
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
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机构融合
联动，健全“两所一中心”联防共建机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得到夯实。
成立全区首家非诉讼纠纷调处中心，纵向
建成四级非诉纠纷调处平台，建立旗市区
级调处中心14个、苏木乡镇级141个、嘎查
村级1136个，横向形成“1+18+N”非诉讼
纠纷调解工作模式，即1个非诉纠纷调处
中心、18个调解工作站、N个工作点，全市
各级调解组织调解案件 43475 件、成功率

99.7%，大量矛盾被调处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

“智能化”支撑。以全市数字化建设
为契机，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建设利民智慧“服务
圈”。以“1+1+1+N”模式构建市域社会
治理指挥调度平台，即一个市域云底座、
一个密码资源池、一个城市业务赋能中
心、N 个应用功能，以“一屏观全城、一网
管全城”倒逼行政路径重塑、治理方式创
新。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与公安
部门实现视频图像互联互通，政法机关
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全面应用，“1+N
智慧检务服务体系”、“情指行”一体化等
现代警务运行模式、公共法律服务智能
化一体平台建设不断完善，104 个法庭实
现互联网庭审，科技赋能作用更加突出，
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

强基赋能 善做善成

3

2

面向青少年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面向青少年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