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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和理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精神，应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邀请，中央党
校科社教研部组织编写了这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干部学习读本》。
本书共分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基本任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新格局；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和法制建
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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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
一、社会和社会管理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
第二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基本任务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
第三章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基本理念
一、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是党的宗旨的集中体现
二、以人为本理念要真正落实到保障与改善民生上
三、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关键
第四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新格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
四、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
五、要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
第五章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一、当前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二、当前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
三、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的具体措施
第六章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
一、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
二、加强和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第七章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
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基本精神
二、加强?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意义
三、当前国内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国外社区管理的做法
五、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基本措施
第八章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二、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四、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府危机管理能力
第九章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
一、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迫切要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
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
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不断培育和完善社会组织
第十章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一、互联网发展的状况
二、网络管理科学化的意义
三、网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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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管理的科学对策
第十一章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和法制建设
一、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全新的人”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三、增强法制意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
四、增强社会诚信，构筑和谐社会
第十二章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
一、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产生的现实背景
二、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三、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的贯彻机制
第十三章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三、把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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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协调社会关系，首先要正确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新特点。
社会关系的变化是由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变化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相继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单一公有制形式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转
变；经济改革引发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利益主体
多元、利益主体差距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加剧。
因此，要及时正确分析和判断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走向，为协调社会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要及时调整社会政策，高度重视协调社会关系。
我国当前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利益关系不协调有关。
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
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协调好以下社会利益关系：　　1.协调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的两大阶级——工人和农民阶级，由于文化、经济、历史条件、社会地位和所处区
位优势的差异，已形成、分化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有的社会学家将其分为十大阶层，国家和社会管
理阶层、私营企业主、失业半失业阶层等，广大农民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在明显拉开，导致各阶层的弱势群体心理的失衡，利益矛盾日益显现。
阶层的分化将严重导致社会的冲突和社会不稳定。
因此，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又不至于破坏社会主义的公正和效率，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急
迫任务。
　　2.协调城乡的利益关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的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人口到2010年已增加到6亿多人，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但城镇化质量不高，农
村发展滞后城市，城乡发展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
到2010年的3.23倍。
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民工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福利等与城乡居民差别明显，农民土地的利益
得不到保护，农民不满情绪和城乡矛盾加大，群体性事件增多。
因此，加大协调城乡利益关系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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