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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以实施五
项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纵深
发展，实现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
动、互补，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
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创新农村
基层管理模式。在深入推行选派村（社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工作的基础上，以巡
回下基层服务活动为载体，围绕群众关
心的劳动就业、养老保险、就医就学等10
个方面的实事，由村（社区）第一支部书
记牵头，集中时间，带领 10 个市直相关
职能部门，巡回到所任职村（社区）开展
现场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创新
干部工作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

“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政为民”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切实做到“四个延伸”，即活
动主体从政法干警向广大共产党员、公
务员队伍延伸，活动载体从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向“乡镇比发展、部门比服务、企
业比贡献、干部比作为、党员争先锋”延
伸，活动重点从化解基层矛盾向强化基
层基础延伸，活动效果从单一评价向综
合评价延伸，在全市上下形成干事创业、
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

以社区建设服务年活动为载体，创
新服务群众方式。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
规范化建设，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矛
盾化解机制、配备各类服务设施，做到

“五有（有党建组织、有防范队伍、有服务
人员、有技防设施、有信息平台）”，“五
无（无刑事案件、无治安案件、无信访案
件、无重大安全事故、无邪教活动）”，实
现社区规范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
管理。

以志愿者活动为载体，创新社会服
务方式。大力发展、规范、提升、支持社
会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面向全市
各行业、领域、阶层广泛招募社会志愿
者，壮大志愿者队伍，真正发挥志愿者管
好自己、影响他人的服务带动作用。

以四个专项活动为载体，创新社会
管理方式。以联合执法为抓手，深入开
展制度化的“交通违章专项治理、违法行
为专项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和弘扬
社会公德、劝阻违法行为”等活动，强化
社会管理，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
谐。

以“一办十中心”为平台，以五项活
动为载体，深化“十类人群”管理……新
郑市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此过程
中，新郑市作为试点城市，依据自身优
势，加之对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深刻认
识，提出了“民生化”的新郑模式，这既是
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也是创新精神
的体现，更促进了社会和谐，为全市社会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构建社会管理创新“民生化”的新郑模式
本报记者 李佳浩 尹春灵 刘栓阳 高凯 通讯员 王霖 文/图

2010年10月18日，新郑市被中央
政法委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
城市；今年初，被确定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参加
全国政法系统“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

面对这一重大挑战与机遇，新郑
市整合部门资源，以“一办十中心”为
平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推进机制。同时，
该市紧紧围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
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
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从广大人
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出发，从经济社
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从社会管
理最薄弱的环节着力，着重从六个方
面进行探索，深化流动人口、特殊人
群、复转退军人、老年人、学前儿童、残
疾人、青少年及在校学生、农村社区群
众、“两新（新经济、新社会）”组织人
员、虚拟网络人群等“十类人群”的服
务管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社区建设年活动、志愿
者服务活动、四个专项活动等“五项活
动”，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努
力把试点、联系点建成示范点、样板
点，创造社会管理“民生化”的新郑模
式。

新郑市本着“先行先试、率先突
破”的原则，从人员编制、机构队伍
上对政法委班子队伍全面优化加
强，把新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更名为新郑市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委员会,在全国率先成立市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在此基
础上，整合人力、技术、行政等资源，
拓展各社会管理机构的职责职能，
成立“一办十中心”。

一办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督查
全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十中心包
括，一是市“110”服务中心，依托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整合市公安、交
通、城管、应急等部门职能，集中受
理“110”指挥中心接到的非警务报
警、群众反映的生产生活和各类热
点难点问题。二是矛盾纠纷调解中
心，依托市司法局、法院等，积极推
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
有效衔接、无缝对接。三是老年人
服务中心，专门为老年人办理医疗
保险、优惠证件等提供服务。四是
青少年及大学生服务中心，为全市
青少年及大学生提供困难救助、就业
安置、维权、心理咨询等一系列服务，
为全市初中、高中配备专职法制教育
和心理学老师，实现青少年100%教育
管理。五是“两新（新经济、新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负责“两新（新经济、
新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加强
服务教育管理，引导其主动参与管
理、服从管理。六是残疾人服务中
心，负责为残疾人提供劳动能力评
估、求职登记、技能培训、职业介绍、
技能鉴定、康复指导等服务。七是就
业社保服务中心，负责组织下岗职工
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为下岗
职工解决就业安置、基本生活费、医
疗费等问题，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
社会保障体系。八是信访接待服务
中心，负责协调处理群众上访和突发
事件，协调有关乡镇、部门做好稳控
化解工作。九是虚拟网络管理中心，
负责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管理，正确
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
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十是
特殊群体帮教服务中心，负责设立社
会群体救助基金，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由防范性管理向平等性、服务性管理
拓展，并通过延伸拓展各项社会管理
职能，真正使社会管理创新体系更
快、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在 9 月 28 日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之后，新郑
市紧紧围绕周永康书记提出的八个方
面要求和郭庚茂省长提出的三项贯彻
落实意见以及连维良书记提出的十二
项具体安排，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
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
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按
照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
为民等“四个重在”和立足于学、立足于
做、立足于转、立足于实等“四个立足”
的要求，从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
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
手，从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着力，进
一步强化“一办十中心”职能，深化对流
动人口、特殊人群、复转退军人、老年
人、学前儿童、残疾人、青少年及在校学
生、农村社区群众、“两新（新经济、新社
会）”组织人员、虚拟网络人群等十类人
员的服务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
化水平。

深化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围绕
从“户籍管理”到“行迹管理”，建立覆盖
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大力推
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建立“以证管人、
以房管人、以业管人”模式；建立户籍人
员积分准入制度，大力推行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实际
问题，实现流动人口登记率达98%以上。

深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坚持以
人为本，突出“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
务、市民化待遇”，坚持教育监管与帮困
解难相结合，实现由严格监管为主向管
理、教育、服务为主的转变。

深化复转退军人服务管理。按照

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军地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做好复
转退军人安置管理、党组织关系接转、
户籍管理、养老和医疗等社会基本保险
金、子女入学转学的管理服务。

深化老年人服务管理。出台《加强
老龄事业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
以市老年人活动中心为依托，高标准建
设集养老、学习、娱乐、健身、休养等为
一体的市老年人服务中心。面向全市
60岁以上老人登记发放服务卡，建立服
务信息库，配置电脑监控网络，配置应
急服务车，安装“电子保姆”自动呼叫装
置，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快捷、温馨的服
务，努力把市老年人服务中心构建成为

“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平
台。

深化学前儿童服务管理。出台《促
进幼儿教育和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
大力加强公办幼儿园建设，发挥公办幼
儿园的示范带动作用。完善校车接送、
门卫值守、食品安全防范、校园安全防
范等各项学龄前儿童的安全保障制
度。完善幼儿教育管理，促进民办幼儿
园规范发展，并把促进民办幼儿园规范
发展作为管理重点，通过做实年审工
作、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等，促进民办幼
儿园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
提高。

深化残疾人服务管理。出台《加强
残疾人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
见》，以残疾人服务中心为依托，为全市
残疾人扩大服务范围，完善劳动能力评
估、求职登记、技能培训、职业介绍、技
能鉴定、康复指导等各项服务。

深化青少年及在校学生服务管

理。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
上，全面普及十二年免费教育，让青
少年多留校园、多进工厂，少流入社
会或不过早地流入社会。为全市初
中、高中配备专职法制教育和心理学
老师，实现青少年 100%教育管理，从
根本上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事件的发生。

深化农村社区群众服务管理。推
进和谐村、社区规范化建设，在各乡镇、
街道、管委会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各行
政村设立村为民服务站，积极推进以就
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治安、医
疗卫生、计生、文化、教育、体育为主要
内容的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村、社区，
促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合理设置服务窗口，优化工作流程，规
范服务标准，实行“开放式办公、一站式
服务”，开展全程委托代理、全年无休假
等便民服务。

深化“两新（新经济、新社会）”组织
人员服务管理。在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团委等
群团组织的作用，切实加强对“两新（新
经济、新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进
一步完善培育扶持政策，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鼓励各类行
业组建行业协会组织，实现自我规范、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

深化虚拟网络人群服务管理。充分
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
网的建设与管理，大力推行网上受理、网
上审批、网上办公，打造网上“公安局”、网
上“派出所”、网上“警务室”、网上“服务
站”，建立网上网下综合打防机制，网上
网下联动、联控、联打、联防机制。

以
﹃
一
办
十
中
心
﹄
为
平
台
，搭
建
﹃
党
政
主
导
、部
门
协
同
﹄
推
进
体
制

深
化
﹃
十
类
人
群
﹄
管
理
，使
社
会
管
理
创
新
向
各
阶
层
推
进

以
﹃
五
项
活
动
﹄
为
载
体
，把
社
会
管
理
创
新
向
纵
深
推
进

薛店镇便民服务大厅

新郑市“ 110 ”服务中心

新郑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新郑市老年人服务中心

新郑市就业社保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