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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诉求不断变化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不 断 深 化 ，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成 就 惊

人，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同时，群众的诉求也在不

断变化，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规律的一种现象，因为

群 众 的 需 求 和 期 望 会 随 着 时 间 和 环 境 的 改 变 而 发 生 变

化。比如对环境质量的关注方面，人们对空气质量、水

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可能会增加，希望

有更清洁、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又比如人们对公共服务

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人们希望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与

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获得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再

比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群众更加关注

公平竞争、公正司法、平等机会。再比如对精神文化生

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群众可能对文化、娱乐、体育

等方面的活动有更多的需求和想法，追求更加丰富和多

样化的精神生活。而从城乡层面细看，不同区域之间的

诉求也存在一定差别。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文化层次等因素影响，群众对民主法治的需求更为强

烈，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在城市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趋势下，群众对公共服

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越来越强烈。所

以，面对群众诉求的变化，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了

解和回应，不断改进工作，以满足人们的期望，把加强

社会治理作为实践“枫桥经验”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二）网络舆情形势复杂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迅 猛 发 展 ， 网 络 在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网络舆情作为一种反映社

会舆情的载体，是观察社会动态的重要窗口，其反映着

民众的诉求、心理状态、行为特征、思想倾向。在社会

治理过程中，网络舆情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就会造成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是信息发布不及时。有些单位对

舆情分析研判和应对能力不足，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

明，造成了谣言四起，让真相不明。二是网络舆情应对

不当。对网络舆论“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简单处

置方式，往往会引起更多网民的不满情绪。三是舆情处

置不及时。一些单位面对舆情反应迟缓、处置不力，缺

乏与媒体、网民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四是舆论引导不科

学。由于受专业知识限制和个人习惯影响，对社会热点事

件缺乏客观分析和全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舆论。

（三）基层社会治理主动作为意识有待加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治理中的矛盾问

题，多源于群众身边的小事、麻烦事。一些部门对化解

矛盾纠纷重视不够，主动作为意识不强，没有把化解矛

盾纠纷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甚至有的因职责不清、职责

不明、推诿扯皮，延误了化解的最佳时机，出现了一些

矛盾纠纷问题。一些部门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解决不力、解决不彻底，群众对政府工作信心不足，在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上存在“上热下冷”“上

紧下松”等问题。

（四）法律服务供给不足

人 民 群 众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的 重 要 途 径 是 执 业 律

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等法律服务

机 构 。 近 年 来 ， 这 些 法 律 服 务 领 域 也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进

步，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影响，基层法律

服务供给依然不足。一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平均年龄

偏 高 ， 业 务 水 平 相 对 偏 低 。 二 是 基 层 律 师 队 伍 相 对 较

少，执业保障机制还没有健全起来。三是律师从事法律

服务的成本较高，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较低，基层群众

对他们的吸引力较小。上述这些问题制约了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的提供和开展，使群众不能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

服务。必须在充分发挥律师、公证等专业优势的同时，

创新思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增强供给能力、

提高供给水平。

（五）公共安全领域存在薄弱环节

公共安全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任务。社会不安定

因素会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利益，危害社

会治安秩序。近年来，公共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安

定和谐的重大因素，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休

戚相关。市民向往美好生活，与公共安全问题的存在密

不可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与此

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

问题突出，公共安全领域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应急管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