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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形成的历史背景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

决”，[1]这是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县枫桥镇干部群众

创造的。六十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

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

民族风格、浙江特点的新型社会治理经验。新中国成立

初期，党的方针政策是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力量，

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于是“枫桥经验”就成为当时社

会环境下践行群众路线的代表性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枫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小组（以下简称“互帮互助小

组”）工作。当时，农村实行互助合作，互助组是互助

合作组织的一种形式，其作用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生产资

料、生活资料和市场的供应。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

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以“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坚持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上级，抓人少、治安

好”为核心理念，共同创造了一条“经验”。毛泽东同

志为推动这项工作，曾于1963年亲自批示：“要各地仿

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改革开放时期“枫桥经

验”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与党的正确领导

和群众路线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把党的正确方针政策贯彻到基

层，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缺乏科学方法，没有真正做到依

靠群众、服务群众，从而导致了基层矛盾和纠纷的不断

发生。为了有效化解矛盾，当地干部群众坚持走群众路

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和发

扬“枫桥经验”。此后“枫桥经验”再次被中央提及是

在2008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创新社会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和发展新时期

“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方

式方法创新，努力实现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向“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的转变。 [3]各地积极推进，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

“努力成为全面展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重要窗口”这一新目标，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

“枫桥经验”。

新时代践行“枫桥经验”面临的突出问题

新 时 期 “ 枫 桥 经 验 ” 要 坚 持 和 发 展 ， 必 须 健 全 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这是我

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制

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责任到人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4]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多元复杂，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风险挑战增多，我们必须致力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新时期的要求，全

面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点、新要求，

积极探索和实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枫桥经验”，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唐　浩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坚持好、贯

彻好党的群众路线，确保各项工作始终顺应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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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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