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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发展重任
聚焦民生暖民心

发展 是 最大 的 担 当 与 底
气，为民是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坚持发展为民、为民发展，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度才能持
续提升。 推动民生工程。 始终坚
持党的领导，站稳人民立场，扎
实推进 “党建聚合力 ”工程 ，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有力有效推进 10 大民生
实事项目 、10 大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 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率先垂范、高位推动，深入基
层搞调研、听民声，带头帮助群
众解难题、做实事。 去年来，全
市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35 万余个， 开展服务群众活动
85 万余次。落实民生实事。瞄准
“急难愁盼”问题，聚焦教育、就
医、停车等“小切口”，推动民生
服务实现大提升。 去年来，全市
通过加大投入、增加供给、盘活
资源、优化治理等方式，新增义
务教育学位 5.7 万余个 、 车位
18.7 万个，改厕 2.2 万个。 围绕
“一老一小”， 不断织牢织密社
会保障和服务网，出台《长沙市
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办
法 》，实施 “一校一特 ”，缓解家
长和学生对“双减”政策实施的
焦虑。 增进民生福祉。 推进长沙
与北京朝阳区、贵州贵阳、湖北
武汉等 9 省 13 市 （区 ）政务服
务跨域通办，让办事更方便。 全
面推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周边
环境、 湖南烈士公园等重点区
域综合整治，让出行更顺畅。 铺
排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 6859
个、 建设五星级美丽宜居村庄
800 个，全面启动 5 个城中村改
造，让环境更宜居。 深化党建引
领物业小区治理，成立 10 个物
业行业党委，建立 1748 个小区
党支部， 打造 977 个小区邻里
中心，让居住更安心。

创新社会治理
共治共享聚民心

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为坐标，创新社会治理，构建
政府、社会、公众多方主体共同
参与、共同行动、共享成果的新
格局。 抓实政法主责主业。 深入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 扎实
开展“四联四访、我为群众办实
事 ”活动 ，为群众办实事 2.7 万
件 ，解决 “六小 ”问题 1.9 万件 ，
有力提升了政法系统良好形
象。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 对社
会治安重点地区进行预警挂牌
整治， 所有社区矫正对象监管
帮教到位， 病残吸毒人员收治
到位 。 市 、区县 （市 ）广泛开展
“向人民报告”平安建设述职活
动， 严格落实平安建设工作领
导责任制，抓实了主责主业，彰
显了政法作为。 督促各级联动
联创。 出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将任务细
化分解到 35 个市直相关部门
和 10 个区县 （市 ）、园区 ，确定
50 个 “五治” 创新项目引领驱
动 ，形成工作联动 、问题联治 、
平安联创治理格局。 设立“一办
八组”，市平安办统筹协调 8 个

组长单位 、各区县 （市 ）平安办
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 形成部
门和地区联动发力局面。 推动
社会共建共治。 常态化开展平
安校园 、平安医院 、平安公园 、
平安市场、平安景区、平安工地
等各类创建活动，每年对 22 类
行业、125 家单位开展督导考核
和评先评优， 行业平安创建工
作在升温、拓面、提质上取得新
成效。 推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落实 “十个一律 ”和 “五个百分
百”， 率先完成校园安全建设 3
年行动任务。 制定完善资金支
持等政策， 鼓励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平安建设 ，促进 1000 余个
项目落地社区，提供养老服务、
心理咨询等 9 类专业服务 ，各
类社会组织、 团体助力市域治
理的覆盖率、 参与度和实效性
明显提升。 引导群众同心同向。
发挥德治教化和自治强基固本
作用，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社会

治理。 建立基层自治 5 清单制
度， 完善自治公约和自治程序
指导规范， 推动村规民约全覆
盖。 组建 “红袖章” 队伍 2976
支， 平安志愿者达 12 万余人，
继续推广 “学雷锋 ”志愿品牌 ，
去年先后涌现出市级以上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 36 名，群众广泛
参与成为长沙之治的鲜明特色
和亮点。

践行平安使命
安全稳定赢民心

平安是民生所盼 、 发展之
基。 近年来，全市社会治安持续
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群众
安全感连年提升。 防控体系更
加健全。 深化“雪亮工程”建设
联网应用 ，形成了 “广覆盖 、全
共享、深应用”的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体系， 列为全国首批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
范城市。 聚焦公共安全，健全落

实应急管理、联合值班、应急救
援和应急通报等公共安全工作
机制。 不断强化显性用警社会
面治安管控， 全面落实巡逻防
控 “四项机制 ”与 “1、3、5”快速
反应机制， 全市现行命案已经
连续 5 年实现全破， 社会安全
稳定得到有效维护。 多元解纷
不断完善。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通过“线上+线下”
深化诉源治理， 多元解纷机制
不断完善。 线上依托“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引进特邀调解组织
272 家、调解员 1113 名，实现诉
前调解案件 100%平台委派。 线
下 设 立 诉 源 治 理 工 作 站 220
家 ，建成乡镇 （街道 ）人民调解
委员会 170 个、 村 （社区）1611
个，培育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
织 59 个，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
化解在市域， 有效纾解群众的
各类急难愁盼， 诉源治理工作
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 。
平安氛围日益浓厚。 深入开展
零上访、零事故、零发案“三零”
街道（乡镇）、社区（村）创建，明
确建设标准和认定流程， 实行
整街推进、整区提升。 充分发挥
市属新媒体矩阵作用， 开设平
安建设专题专栏， 开展常态化
宣传 ；利用手机短信 、微信 、微
博、客户端等平台，大力推送平
安建设常识知识、 扫黑除恶战
果、警示教育案例、社会治理创
新举措等内容； 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宣传月、法治宣传周、屋场
夜话、平安常识讲座等活动，通
过小册子、 公开信等各类传统
载体，精准送至群众手中，形成
了平安建设人人知晓、 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提升 “五
区”功能，做大城区、做强园区、
做优片区、做实县区、做靓社区
（村），助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等
更加健全， 长沙连续 3 年入选
“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 ”榜
单。 聚焦政治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 深入开展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突出问题打击整治 、“净网 、治
网 、护网 ”专项行动 ，平安长沙
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坚守为民初心 深化平安建设
长沙市大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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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昊明 黄茜

长沙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平安长沙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夯实平安建设群众根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长沙。 近
年来，长沙连续 14 年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连续 3 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连续 3 届蝉联平安中国建设最高荣誉“长安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