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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解决矛盾 全过程化解纠纷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南京实践探索

王雪婷　张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南京　211106

摘　要：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不断深化和创新，已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上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新时代把发展创新“枫桥经验”作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模式上

求发展、在路径上谋创新、在平台上图突破、在方式上重实效，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契合社会发展实际、满足群众需要。

南京作为江苏的典范，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契合社会发展实际、满足群众需要的治理模式，有效推动了江苏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领先地位，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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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样本，其以人为本、

问题导向、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实践的理念对基层治理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枫桥经验”无论是在价值功能还是方式

方法上都能有效与社区韧性治理互联互通。首先是价值功能

上，“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在于就地防范化解矛盾，实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格局，这

一点与社区韧性治理的理念相契合，能够有效地及时预防和

化解矛盾纠纷，增强社区的稳健性，这一点是其次，在方式

方法上，以疏导、讲理、帮助等温和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为主，

将“枫桥经验”深植于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社区韧性

治理的对象通常是在“枫桥经验”中运用灵活多样的治理方

式，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坚

持和发展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将有助于构建富有韧性、

蕴含“中国之治”普适规律的社区韧性治理体系，实现从被

动应对到主动作为、风险共担的社区韧性治理转型，也将成

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本和理论源泉。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社区治理的成效与社会

的和谐稳定、百姓的幸福安康有着直接的关系。以新时代枫

桥经验为视角，通过对南京基层社区多元治理实践的研究，

可以找到社会治理的更有效路径和途径。大力支持和保障社

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1. 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

“枫桥经验”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枫

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建立的基层治理模式。毛泽东同志曾

高度评价并推广该经验，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该模式进

一步发展。1978 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引入，“枫桥经验”

进入“小事村解决、大事镇解决、矛盾内部化”阶段，成为

全国社会稳定的典型治理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结合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推动“枫桥经验”创新发展，以“矛

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核心内涵。如今，

“枫桥经验”已经演变为依靠群众解决矛盾，做到“抓的少、

判的少”，体现了社会治理从“治安好”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演变。

新时期社会治理注重在基层化解矛盾，通过顶层设计、

制度规范和地方实践的结合，实现动态调整、系统发展。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枫桥经验”在基层平安

建设中的作用。新时期“枫桥经验”与源头治理在目标、主

体和资源上高度契合，主张通过政府与社会协作、法律与行

政手段并用，将矛盾化解在源头，形成自治、德治、法治“三

治合一”的治理体系。

2. 枫桥经验在南京市基层治理中的新探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末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是提升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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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积极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以党的领导为支撑，

通过政治引领和组织动员，推动基层社区党建活力，提升治

理成效，达成突破。

南京的 W 社区和 Y 社区提供了典型的治理案例。W 社

区建立了“1+1+X”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和群众参与，实现“事

前预防、事中化解、事后稳控”三环节，且推动跨区域联动，

协调多个部门，提升矛盾化解效率。Y 社区通过组建平安志

愿者队伍、细化网格管理，并建立信息化平台，增强社区治

安防控，实现实时矛盾管理。

3. 南京市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3.1 跨部门协同合作程度不高，多元合作成效甚微

跨部门沟通不畅、协调机制缺乏，阻碍了社区治理的

协作。各部门往往因目标不同导致合作难度加大，难以形成

有效的协作系统。多元合作也因激励机制不足、参与平台缺

乏，企业、居民等主体的参与度低，合作难以评估和优化。

3.2 缺乏立法支撑及法治化治理体系

我国缺乏全面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立法体系，现有

法律零散，难以系统运转。法治缺乏使社区更依赖诉讼解决，

且缺少对民间调解、专业化调解的支持，阻碍了高效化解矛

盾的推进。

3.3 传统调解手段落后，数据共享与应用程度不足

传统调解依赖调解员个人经验，效率低且不透明。虽

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但社区调解领

域的技术应用仍有限，不同部门间的数据难以共享，信息孤

岛现象影响了调解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3.4 社区工作人员矛盾化解能力有限，专业人才队伍短缺

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调解培训，难以应对复杂矛

盾。任务繁重、待遇不高、发展空间有限，导致专业人才难

以吸引和留住。加之社区调解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激励机制

不完善，进一步限制了矛盾化解的效率。复杂的社区矛盾还

需要工作人员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但现有人员培训和经验

积累不足，难以应对高难度的调解任务。

4. 南京典型化解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的具体做法

实现共同富裕、建设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基础工程，基

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江苏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

手都要硬”，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江苏正

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治理方式，积极推进社会治

理向基层转移，牢记总书记的深切期盼和亲切叮嘱，贯彻落

实省委全会精神。用细腻的细节功夫，把工作做细做实，把

服务做深做透。

4.1 以党建引领、与时俱进为动力

党建引领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体现了其在新时期

的重要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也

是实现基层治理的关键。通过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增强了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有助于凝聚人

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南京横溪社区通过“村村到、户户进、人人访”活动，

覆盖了社区 9 个网格中的 2249 户，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了

解居住情况并进行问题调研。横溪街道西阳社区以“基层党

建品牌创建年”为契机，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模式，充

分发挥老党员的优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

社区建立了“1+1+X”工作模式，党员干部牵头为民办实事、

结对帮扶困难群众、走访居民，提升群众幸福感。

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参与夜间治安巡逻、重要节日维

稳、疫情防控等基层治理任务，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增强了社区治理的协同力量。

4.2 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根本

借鉴“枫桥经验”，依法治国是新时期的基本规范。

为确保治理更加有序、规范、科学、高效，加快推进全县社

会治理法治体系建设。在许多基层领域，相对于国家法律，

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软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个领域广泛应用。根据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制定不同程度的

规范。过度使用国家强制力不仅浪费法律资源，还会削弱法

治的正当性。软法治理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中至关重

要，现代法律应更多采用咨询而非强制，追求更高的自由度。

软法和硬法正随着公共治理的普及，逐渐成为当代法律的两

大形态，法律体系也从单一硬法结构向软硬法并重、刚柔并

济的混合模式转变。推动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决策调适能力，

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强大活力。“软法治理指引”有助于激

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活力，促进模式创新。在熟人

社会为主的基层社区中，软法治理较为常见，且较易发挥作

用，如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社区自治章程等。此外，在江

宁区横溪街道的各社区调研中，也充分体现了软法治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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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丹阳社区和西岗社区在解决农业和拆迁问题时，社区工

作人员以理性劝导和情感沟通的方式，最大程度满足居民的

需求，有效化解了矛盾。

4.3 以善用法治、依法治理为灵魂

借鉴“枫桥经验”，依法治国是新时期的基本规范。

为确保治理更加有序、规范、科学、高效，加快推进全县社

会治理法治体系建设。

在很多基层领域，相对于国家法律而言，作为社会关

系调节器的法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广泛地分布着软法等灵活的管理方式。根据各种社会关系的

复杂性程度，制定不同程度的规范，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规范。

过度使用国家强制力不仅浪费法律资源，还会削弱法治的正

当性。依靠软法治理，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至关重要。当代法律在进行治理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咨询，

减少强制，追求更高的自由度。准确地说，软法和硬法正随

着公共治理的普及，在当代法律中逐渐成为两大形态。法律

体系正由传统的单一硬法结构向软硬法并重、刚柔平治的混

合模式转变。

推动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决策调适能力，在基层治理实

践中展现出强大活力。“软法治理指引”有利于充分发挥基

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创新。在以熟人社会为主的基层社区中，软法治理较为常

见，且较容易发挥作用，如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社区自治

章等。此外，在江宁区横溪街道各社区进行走访调研过程中

发现，明显体现了软法治理的实践。丹阳社区和西岗社区在

解决农业和拆迁问题时，社区工作人员以理性勇说和情感交

流的方式，说服和带动居民，最大程度满足了居民的根本需

求，使矛盾得以有效化解。

4.4 以多元解纷、实现共治共享为宗旨

通过问题导向与资源下沉，增强城乡社区治理能力。首

先，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升居民对非诉方式的认同感，鼓励

自主化解矛盾。健全社区调解委员会和法律顾问团，为多元

解纷提供专业支撑。加强调解员的培训和跨社区经验交流，

不断提升调解素养。

借助科技手段，如大数据和云计算，开发智慧调解平台，

实现智能化、快速化的纠纷处理，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形

成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确保信息流通、资源共享和精准问

题解决。志愿服务平台的设立与各类扶持政策调动了各条线

的力量，发挥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相比诉讼，多元解纷更灵

活、人情化，调解员引导双方达成妥协，避免矛盾升级，促

进社区和谐稳定。

5. 结语

在城市社区错综复杂的矛盾调解版图中，多元解纷机制

不仅是破冰前行的关键钥匙，更是构筑共治共享和谐社区的

基石。这一创新策略深刻认识到，面对多样化的社区冲突与

诉求，单一解决途径往往难以奏效，唯有汇聚各方智慧与力

量，方能实现矛盾的根本化解与社区的长期安宁。目前，江

苏在基层社会治理、成功创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等方面，

社区矛盾化解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江苏已实现社区矛盾多

层次的调解机制，构建多元化解体系的做法，使得矛盾纠纷

能够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得到有效的化解。而这种鲜活模

式可在未来的社区矛盾化解中提供新思路解决复杂问题。

参考文献：

[1] 徐柳怡 , 汪涛 .“枫桥经验”在韧性社区应急治理中

的运用研究 [J]. 领导科学论坛 ,2021,(09):89-95.

[2] 杨 昌 军 , 姬 艳 涛 , 周 延 东 . 关 于“ 枫 桥 经 验 ”

的 本 源 性 及 发 展 性 研 究 [J]. 公 安 学 刊 ( 浙 江 警 察 学 院 学

报 ),2020,(01):21-30.

[3] 赵建军 . 以系统思维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J]. 中

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3,(09):51-54.

[4]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党校课题组 , 吴美华 , 卢奇 ,

等 .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思明样本的创新路径 [J]. 厦门

特区党校学报 ,2024,(01):7-15.

[5] 马俊 .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

[J]. 行政与法 ,2020,(09):54-62.

[6] 蒋熙辉 . 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J]. 新西

藏 ( 汉文版 ),2023,(05):60-62.

[7] 蔡安禧 , 邹倩茹 , 鲁勇超 , 等 . 基层社会矛盾多元

化解体系建设研究——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J]. 社会与公

益 ,2021,12(04):1-4.

[8] 李京客 , 张勤 . 重大风险视域下城市社区矛盾化解机

制研究 [J]. 中国应急管理科学 ,2021,(12):16-23.

[9] 戴大新 , 章越松 .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论纲 [J].

公安学刊 (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9,(03):7-19.

[10] 贾建平 . 民法典时代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构建路径创

新研究 [J].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23,32(02):11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