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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社会
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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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以民生建设为重头，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毛泽东社

会建设思想的基本构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接

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 渊 源。毛 泽 东 社 会 建 设 思 想 启 示 我 们，开 展 社 会 建 设 与 治 理 要 高

度重视民生建设，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 益；注 重 化 解 社 会 矛 盾，努 力 维 护 社 会 和 谐 稳 定；坚 持 走 群 众

路线，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开展社

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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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毛 泽 东 毕 生 的 追

求。建立一个富强民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

法治的现代社会，是毛泽东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

会建设的一系列探索与创造，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

会建设思想。尽管毛泽东在生前并 没 有 提 出 和 使

用过“社会建设”这一概念，但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

极为丰富的社会建设观点与论断。系 统 梳 理 毛 泽

东社会建设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

合理内核，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 东 社 会 建 设 思 想 的 基 本

构架

（一）以民生建设为重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 再 分 配 的 重 要 制 度 形

式，是“国家依法强制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

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在中 国，社 会 保 障 应

该是各种社 会 保 险、社 会 救 助、社 会 福 利、军 人 保

障、医疗保健、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

社会互助保障等社会措施的总称”［１］１１。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是社 会 保 障 体 系 的

重要组成。其中，养老、就业、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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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主要体现在：

１．社会救助制 度 建 设。社 会 救 助 是 对 没 有 生

活来源的人无偿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其
核心是生存权。毛泽东非常重视困 难 群 体 的 生 活

问题，尤其是生存权问题。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因 我

国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加之生产力 不 发 达，部 分 人

群生活极为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强调指

出：“一切 城 市 人 口 和 农 村 里 头 的 缺 粮 户，我 们 都

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 到 边 疆 去，总 要 有 个 安

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 业 的，还 要 救 济，总 以 不

饿死人为原则”［２］１８７。毛泽东对城市工人的工资问

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极为重视，他要求要像重视土

地问题那样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与工人的 工 资 问

题。正是这样，自新中国成 立 初 期 开 始，党 和 国 家

就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制定并下发 了《政

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

暂行办法》等重要政策。

２．社会保险制 度 建 设。社 会 保 险 是 对 工 资 劳

动者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 过 立 法 手 段，运

用社会力量，给劳动者一定收入损 失 补 偿，以 保 障

其基本生 活 的 一 种 保 障 制 度。养 老 保 险、医 疗 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

分。毛泽东非常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１９５１年

２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法

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生老病

死、医疗卫生、伤残等进行 了 详 细 规 定。就 养 老 保

险而言，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村“五保”等制 度 建 设。
他强调：“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

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 一 筹 划，指 定 生

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

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

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

年）、保葬，使 他 们 的 生 养 死 葬 都 有 指 靠。”［３］６５２ 就

医疗保险而言，１９５２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决

定将公费医疗的对象扩大到“全国各级人 民 政 府、
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 工 作 队 以 及 文 化、教 育、
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

残废军人”［４］２４１，还 在 广 大 农 村 地 区 建 立 了 符 合 中

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制度。毛泽东不

仅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他还提出要“把医

疗卫生 工 作 的 重 点 放 到 农 村 去”。为 此，“赤 脚 医

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等在广大农村地区得到了

长足发展。短时期内，全国农村不仅涌现出了大批

赤脚医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大队都办起了农村合作

医疗。据统计，到１９７５年底，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

务人员先后有１１０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

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 户；其 中，赤 脚 医

生１　５５９　２１４人，生产队卫生员３　２８２　４８１人、接生

员６１５　１８４人［５］６０。

３．社会福利制 度 建 设。社 会 福 利 是 为 提 高 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其目

的在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待遇，使其得到更

多的服务与享受。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福利事业，
他提出：“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

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 顾。福 利 不 可 不

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６］９８８。毛泽东关于发展社

会福利事业的思想极具辩证性，既要统筹生产和消

费，注重发展社会福利；又要立足社会发展水平，适
当发展社会福利。在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方面，毛泽

东尤为重 视 发 展 全 体 社 会 成 员 的 福 利，即 集 体 福

利。他既重视工人的福利，也重视农民的福利。他

强调：“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

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 占 多 少，应 当 同 农 民 研

究出一个合 理 的 比 例。”［２］３０ 在 毛 泽 东 的 领 导 和 重

视下，新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得到了较好发展。
（二）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新中国成 立 初 期，整 个 社 会 刚 从 战 争 中 走 出

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各种政治动

荡和社会犯罪问题频发。以毛泽东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产党人，坚持以社会矛盾化解为 重 心，重 建 社 会

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主 义 建 设 营 造 了

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环境。
毛泽东关于社会矛盾以 及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矛 盾

的观点、看法和学说，集中体现在《矛盾论》、《实 践

论》和《论十大关系》等著述之中。毛泽东指出：“社

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 矛 盾 的 发 展，即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 间 的 矛 盾，新 旧

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 动 了 社 会 的

前进，推动 了 新 旧 社 会 的 代 谢。”［７］３０２ 除 了 论 述 社

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之外，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

会矛盾进行了系统阐述。他不仅指 出 了 社 会 主 义

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即“社会主义 社 会 的

矛盾同旧 社 会 的 矛 盾，例 如 同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矛

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

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

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 生 产 力 的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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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和情况罢了”［２］２１３－２１４。他还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 我 们 的 面

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

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

我之间的 矛 盾 是 对 抗 性 的 矛 盾”、“人 民 内 部 的 矛

盾，是 在 人 们 利 益 根 本 一 致 的 基 础 上 的 矛

盾”［２］２０４－２０６。此外，毛 泽 东 还 提 出 了 如 何 化 解 矛 盾

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

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２］２０６，他提

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２］２１０ 的 方 法 来 化 解 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
在上述方法论原则指引下，毛泽东进行了一系

列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核心的社会建

设与治理实践。具体表现为：

１．镇压 反 革 命，稳 定 社 会 秩 序。新 中 国 成 立

后，土匪猖獗、恶霸横行，他们以各种手段破坏社会

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可谓无恶不作。对此，毛泽东

指出要对反革命进行镇压，并提出 了 具 体 的 方 法：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 稳，打 得 准，打 得

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８］１１７。他强调，“对匪首、

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 和 会 门 头 子，应

当放手杀 几 批”［８］１１８。通 过 镇 压 反 革 命 运 动，土 匪

得到了剿灭，恶霸得到了清除，反动 势 力 得 到 了 肃

清，整个社会秩序良好，为社会主义 改 造 与 建 设 准

备了良好基础和空间。

２．根除旧恶 疾，净 化 社 会 风 气。主 要 包 括：一

是大力根治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旧社会恶毒。从

１９５０年 开 始 开 展 大 规 模 禁 烟 运 动，并 采 取 有 力 措

施，关闭妓院、改造妓女、取 缔 娼 妓，极 大 地 改 变 了

社会风貌。二是解放妇女。通过关闭妓院，解放和

改造了成千上万名妇女。同 时，注 重 发 展 妇 女、儿

童事业，既注重保证妇女婚姻自由，也 保 证 其 政 治

自由，提倡男女在经济、政 治 和 教 育 上 的 平 等。毛

泽东指出：“中 国 的 妇 女 是 一 种 伟 大 的 人 力 资 源。
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必须实行

男女同工 同 酬 的 原 则。”［８］４５８ 三 是 提 倡 勤 俭 节 约、

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艰苦 奋 斗，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

保证。毛泽东提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艰

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２］２８、１６２、“要坚持勤俭建

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作风，坚持与 人 民 群 众 同 甘

共苦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贪污腐 化 等 资 产 阶 级

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９］７４。按照毛泽东 的 指 示

与要求，新中国在全社会开展了提 倡 新 风 尚、革 除

旧习俗等移风易俗运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劳动

光荣等良好社会风尚得以树立，整个社会面貌焕然

一新。
（三）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有效地组 织 群 众，激 发 社 会 活 力，改 变 社

会无组织状况，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问

题。毛泽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基层社

会组织结构及其治理进行了探索。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在毛泽东的领导与指示下，社 会 组 织 形 式

均发生了重大变迁。
在城市，单位制 是 基 层 社 会 组 织 的 重 要 形 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城市基 层 社 会 建 设，在

城市建立了居民委员会。但是，随着人民公社运动

的演进与发展，城市街、居体制逐渐 为 城 市 人 民 公

社所取代。只是，因为城市 社 会 生 产 方 式 所 决 定，
城市人民公社最终被“单位制”这一城市基层社会

重要组 织 形 式 所 取 代。单 位 社 会 总 体 特 征 包 括：
（１）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连接控制机

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

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２）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

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

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

的合一性；（３）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

利保障制度；（４）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

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１０］。在单位

制下，城市人的一切都由单位所承 担 和 负 责，单 位

既是一个 生 产 单 位，又 是 一 个 生 活 单 位，“统 包 统

揽”是单位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单 位 社 会 中，一 个

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单位为每一个职工提

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几乎所有社会福利保障。
在农村，人 民 公 社 是 农 村 基 层 组 织 的 重 要 形

式。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 组、合 作 社 等 农 村 组 织

形式变迁后，如何将分散的农民组 织 起 来，以 毛 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了农 村 人 民

公社这一重要基层组织形式。毛泽 东 指 出：“我 们

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

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

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

本单位”［１１］３１７、“把 一 个 合 作 社 办 成 为 一 个 既 有 农

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

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１２］。在毛泽东看来，

人民公社这一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可以将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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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和管理起来，而且是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正是通过

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全面介入，直接渗透到最底

层，借助“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将
城市以外 的 几 乎 所 有 地 区、行 业 和 人 等 都 纳 入 了

５．４万个公社、７１．８万个生产大队和６００．４万个生

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
无论是城市单位制还是农村人民公社，都是毛

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进行社会建设实 践 尤 其

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创举。尽管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发展以及由这种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人民公社

以及单位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弊病，但仍可为当下中

国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陌生人社会中的基 层 治 理

创新以启发。

二、毛泽 东 社 会 建 设 思 想 的 历 史

地位

毛泽东社会建设是毛泽 东 思 想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中国国情和

中国实际相符的社会建设思想。这 一 思 想 是 中 国

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最

初萌芽。
（一）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观的接续

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进而同一切非

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论辩与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贡献。“只要认真读读马克

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可以得出这样 一 个 结 论，他 们

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专门来论述 未 来 社

会。但是，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

有从宏观上对未来社会作出某些预测。”［１３］３１ 马 克

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中的按劳分配、精神文明建

设、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自由全 面 发 展 等 论 述，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建设思想的最初萌芽。
毛泽东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在领导和开展社会

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进行了

初步规划，“社会建设应该以建设富裕的社 会 主 义

国家，构建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关系，创 造 有 利 于 人

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为主要目标”［１４］。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毛泽东就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

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目标进行了详 细 规 划 与 设 计，
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预 测 推 进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将马克思恩格斯等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等发展理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发展观的接续，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
（二）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的思想理论武器。“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 主 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 时 代 条 件，既 生

动而具体地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

展了毛泽东思想。”［１３］２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 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从发展脉络来看，是“源”
与“流”的关系。

同样地，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

的重要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

“源”。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维护最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

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等观点与思想，为当下中国

社会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思 想 启 迪。进 一 步

推进复杂社会中的社会建设，建立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需 要 借 鉴、吸 收 毛

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营养与合理成分。可以说，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 会 建

设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行动的实践起点。
（三）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社会制度的萌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

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 以 正 确 的 理

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

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 主 义 道 路、理 论 体 系、制 度。”［１５］１１ 道 路、理 论

体系、制度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框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特 就

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

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

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１６］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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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 制 度、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 基 本 制 度。经 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多年的建设与 发 展，以 及 改 革

开放３０多年以来的开放与发展，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制度日渐成熟、成型。但 是，“应 该 看 到，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 效 率 的，但 还 不

是尽善尽 美、成 熟 定 型 的，也 需 要 不 断 完 善”［１６］５。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也曾指出：“恐怕 再 有 三

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的 制 度。”［１７］３７２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社

会制度也是如此。推进形成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既要立

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要注重汲取毛泽东社

会建设 思 想 中 的 合 理 成 分，使 其 更 加 成 熟、更 加

成型。

三、毛泽 东 社 会 建 设 思 想 的 当 代

价值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 在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与 社

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受到社会发展

水平与社会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一定 的 历 史

局限性。正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因

“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尚未为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

想提供足够的实践基础”，因而存在不可避 免 的 局

限性，即“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成熟导致社会 建 设 思

想的不成熟；受狂热急躁情绪的影 响，社 会 建 设 模

式的设计具有非理性因素；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定

式思维，使社会建设路径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政治色

彩”［１４］。但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对于当下中国

社会建设实践而言，仍然具有重要启发。
（一）要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切实维护最广大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

胡锦涛曾经指 出：“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凡 是 涉

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

尽全力去办。”［１８］３７２ 民生建设就是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和实际困难的大事，是关系到群 众 幸 福 不 幸 福、
满意不满意的大事。毛泽东在领导 和 建 设 社 会 主

义时，就高度重视民生工 作，对 社 会 救 助、就 业、养

老、医疗等给予了极大关注，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为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以

及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建成等 作 出 了 贡 献。经

过６０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尤其是３０多年的

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了，
社会差距却有扩大之势。继续高度重视民生建设，
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一切 为 了 群 众，为 了

群众的一切，是中国社会建设所必须首要考虑的问

题，也 是 毛 泽 东 社 会 建 设 思 想 给 予 我 们 的 重 要

启发。
（二）要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

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 益 格 局 深 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 种 空 前 的 社 会 变 革，
给我们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

样的矛 盾 和 问 题”［１９］９８７。随 着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深度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日 渐 多 元 化，诉

求日渐多样化，各种利益纠纷、利益矛盾日渐显现。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 强 社 会 建 设，毫

无疑问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需 要 及 时、恰 切

处理各种矛盾与纠纷。毛泽东在领 导 和 建 设 社 会

主义时，高度重视处理社会矛盾，对黄赌毒、各种不

正之风等进行打压与治理，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

良好环境。今天，具有对抗 性 的 敌 我 矛 盾 没 有 了，
但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与纠纷 仍 不 少。要 坚 持

“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 头 治 理、综 合 施 策。着 眼

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

谐 因 素，增 强 社 会 发 展 活 力，提 高 社 会 治 理 水

平”［１５］１１６。
（三）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

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

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 群 众 队 伍 的 扩

大。”［２０］２８７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群众参与社会建设，

发挥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就是群

众进行历史活动的重要形式。群众 不 仅 是 社 会 建

设的参与者，更是社会建设成效的决定者。毛泽东

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

够战胜，离开 民 众 则 将 一 事 无 成。”［２１］３８１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根本上而言是人民群众的事

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 设 事 业 的 一

部分，关涉群众切身利益，是重要的历史活动，需要

群众参与，并发挥群众主体地位与作用。在社会建

设过程中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 中 来，到 群 众 中

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社会建设事业就

会越做越 好，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事 业 就 越 做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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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在离人民群众最近

的地方开展社会建设

基础不 牢，地 动 山 摇。社 会 建 设 的 重 点 在 基

层，也就是社区。社区建设 的 好 坏，直 接 关 系 到 整

个社会建设的成效。毛泽东在领导 和 建 设 社 会 主

义的过程 中，尤 为 注 重 基 层 社 会 建 设 与 治 理。如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以 及 对 基

层文化活动的重视等，都是基层社会治理强化的重

要举措。在熟人社会瓦解、陌生人社会已然形成的

当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立足社区、面向社区

和服务社区，在社区一级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

积极推动治理资源从单位流向社区，创新流动人口

管理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社区居 民 自 治，在 离 群

众最近的地方创新社会建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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