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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缓解社会矛盾等志愿服

务，助力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企业转型升级；建立涵

盖文化、教育、人社、工信、农业、交通、税务等部门

参政议政经验丰富的统战成员为主体的党外人士议政建

言队伍，围绕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地方发展

中的堵点淤点问题、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

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淄川区各领域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以实际行动助推淄川区经济社会发展。

4、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提供“一次办好”服务

淄 川 区 依 托 区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 镇 办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和社区代办服务中心三级服务平台，向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提供精准服务。开展银企合作促进会、百名专家淄川

行、法律税务进企业等活动，帮助非公企业解决资金、

人才、政策等难题；成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提供社会

组织培育、社会创业支持、社区养老服务平台搭建、公

益慈善理念传播、公益资源整合、社会公益创新展示等

多位一体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成立大学生创业中心，为

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创业场所、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

业指导、项目推介、融资支持等“一条龙”全方位创业

服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一次性创业补贴、岗位开

发补贴、社保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做好新阶层

创业和发展服务保障。

淄川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主要成效

1、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

通 过 “ 十 问 初 心 ” 新 阶 层 党 旗 红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

让更多聚集在新业态、新模式下的爱国力量进入“同心

圆”，增进了政治共识，凝聚了人心力量。特别是网络

代表人士政治立场站得更稳，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以

及重要时间节点中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有效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

2、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持续加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完成换届，从年龄结构、

行业分布、会员结构、成员素质等方面进行优化，新联

会班子凝聚力和工作活力进一步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代

表人士政治参与热情高，市、区党代会、人大、政协换

届中，1人当选市党代表，4人当选市政协委员，1人当选

区人大代表，19人当选区政协委员，3人入选“山东好

人”“淄博市道德模范”和“感动淄博”年度人物。

3、服务中心大局成效日趋彰显

依 托 “ 同 心 同 行 · 统 一 战 线 服 务 站 ” 及 “ 同 心 同

行”服务团，先后组织开展中小微个专项领域电商赋能

发展、千人百店电商培训，培育发展“互联网+”经济

新 业 态 ， 开 展 “ 同 心 同 行 ” 鲁 力 助 农 、 淄 川 画 家 绘 淄

川、送法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等系列活动，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举办两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对于

优秀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

了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撑。开展“同心同行·应急为民”

等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同社区结成“合伙人”，广泛开

展应急自救培训、平安联盟巡逻等活动，深度参与社区

社会治理。开展“同心同行·守艺共生”等活动，组织

陶瓷、琉璃、铁壶等自由职业者通过参加各级陶瓷博览

会、工艺美术博览会、非遗精品展等，传承非遗技艺，

赋能传统文化“两创”发展。

淄川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1、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思想认识不足

一 些 部 门 对 新 的 社 会 阶 层 人 士 统 战 工 作 的 认 识 没

有完全到位，重视不够，仍然存在“统战工作做了出不

了大成绩、不做出不了大问题”的思想偏差，统战工作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

存在。一些部门对统战工作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对统战

理论政策知之不多，对统战对象底数不清，工作方式方

法落后，做好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存在着

本领恐慌。

2、新的社会阶层呈现出的诸多特征为统战工作开展

带来挑战

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

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

员四类群体。这类群体人数多、覆盖面广、人员流动分

散、不稳定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工作难定位、难进

入、难开展的局面，给全面调研摸底、准确掌握人数、了

解代表人物的基本状况等统战工作开展带来难度；另一方

面，新的社会阶层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的特征，他们价值

取向多元复杂、社会问题关注度高、政治诉求强、社会参

与意愿强，为统战工作开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安排使用机制仍需完善

一方面代表人士队伍存在人员数量不足、参差不齐

等问题，队伍质量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安排使用渠道不

畅。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体制外的新的

知识分子群体，因不在体制内，使得在作政治安排、社

会安排、实质安排时无推荐单位及推荐渠道。同时，存

在到体制内单位挂职锻炼的机制、渠道存在政策性障碍

等问题，致使一些社会影响大、具有代表性的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得不到有效安排使用，其联系、带动、影响作

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