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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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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到党能否完成肩负的历史任 
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它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党要转变执政理念、加强制度建设、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推进社会公平、促进党内 

和谐，不断提 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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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任务，强调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而义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 

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到党能否完成 
肩负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因此，注重社会和谐发展及其对执政党 
的相关能力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能力，是当前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 
现实课题 

一

、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 

出的新要求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 
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 13趋完 
善，整个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经 
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 
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也产生了这样那 
样的矛盾和问题，譬如：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 
障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部分社会成员缺 
乏诚信、道德缺失的问题；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 

污腐化的问题等等，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严 
重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 目标的顺利进 
行。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如何协调社会利益、整 
合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 
一 个和谐环境，也就成为我们党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 
现实课题 。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断深化改革的必 

然要求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时期，在广度上已涉 
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 
已触及个人具体的经济利益。任何一项大的改革举动 
都可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效应，其它国家发展的 

经验表明 ，当一个 国家的人 均 GDP达到 1000美元 至 
3000美元时，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着两种可能 
性：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 

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二是进人“矛盾凸显 

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进入 
动荡期。我国目前就已进入这个阶段，要想避免第二 

种情形的出现，关键取决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若能 
正确把握这个阶段的特点，审时度势，制定出符合客观 
规律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就能使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反之，则可能导致经济的衰 
退，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面对新问 
题、迎接新挑战，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 
有，面对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 
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各种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贫富分化、劳资冲突、失业、 
生产事故、生态问题、邪教活动、恐怖主义等等。面对 
如此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能不 
能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 
求，加以正确引导和处理，对我们党而言无疑是一个严 
峻的考验。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实现我们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全体人民根本 
利益的代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 自己的主要任 
务，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也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进入新世纪新阶 
段，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保持社会持 
续和谐的向前发展，就必须努力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 
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社会稳定、和谐相处的愿望。 

二、建立健全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 
径和方法 

在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新形 

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 
照执政规律改进和完善领导方式，要把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加强民 

主法制建设不断开发执政的资源，从而更有效地协调 
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党提 
高执政能力的要求，也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 
基础。 

应当清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单纯指把 
矛盾消除掉，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矛盾不仅不可以消 
除而且还不能消除。因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事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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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那么，构建和谐社 

会的真正涵义应当是使促使事物发展的矛盾起到应有 
作用 ，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事物 的发展 ，由此 ，也推动社 
会的进步。在当前情况 下，对我国社 会 中存在的不和 
谐因素要进行矫治，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 

量，使社会内部矛盾有效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应当注 

意和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 
(一)建立社会融合协调机制 

当前社会中不和谐甚至相悖的情况较多，由此，会 
导致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羁绊滋生，相互打架 、扭 曲，造 
成发展的滞障。建立社会融合协调机制，核心在于解 

决或消除这些滞障，疏通各种渠道，使公平与公正得到 
推广和发扬，不协调因素得到化解，不同阶层、不同利 

益群体或集团都能够充分发挥 自己的作用，各得其所， 
各尽所能，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 

(二)建立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的决定》中强 

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 

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 
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弱势群 

体缺少资源优势，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 
较低，竞争能力较弱，保护他们的公共权力不受侵害是 
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对不合理利益和行为，要有效 
的控制，尤其是侵犯人民正常公共权力和利益的行为， 
更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建立法制健全的控制机制， 

是保证社会渠道顺畅的一种力量。 

三、不断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 
之义，也是党带领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的必然选择，这就对我们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提高党构 
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转变执政理念是关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倡导新的执政理念。 
一 是要把“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整个过程，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充分 
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代化建设 目标已从 
原有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三是要明确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 
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实现社会 
管理理念的转变，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以协调、沟通、服务的方式，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彰 
显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二 )加强制度建设是保证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 
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 
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 
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 
制度、社会保障制度6方面体制制度建设，这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因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落实到制 
度建设，否则既不能推动和谐社会理念的落实，更不能 

保障和谐社会已有的建设成果。在这些制度的建设 
中，与百姓切身利益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应当成为制度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要充分 
发挥党在制度建设和政策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整合作 
用。通过建立更为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制度，更具包容、 

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兼容并蓄、更为科学合理的意识 
形态，实现对社会民众的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通过 
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顺畅 
的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效的矛盾疏 

导机制，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各群体的协调 
发展。通过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 
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 
析机制 ，畅通社情 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 

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 
的能力。 

(三)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是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有赖于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创造活力。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现 

代社会的社会关系 Et益复杂。能不能整合好各种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人民的团结，关系到整个社会 

的凝聚力。为此，必须提高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能力。我们党“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 

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 

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其 
根本 目的，就是要让各个阶层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 
所，增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激发社会的活力，从而“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形成一种推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增添新力量”。 

(四)推进社会公平是条件 
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 

一 个公平的社会。我们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 
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开放至今，应当说是群众 
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群众意见较多的时 
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即是对此最直接的 

表达。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社会不公的问题。只 
有实现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 
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 
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当前在推进社会公平方面，应重点关注和扶助弱 
势群体。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和农 
民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构成，如果他们的艰难的生活状 
况长期得不到关注和解决，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党 
代表最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的提法就会受到质疑， 
党赖以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势必会受到严重削 

弱，就会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很有可能会出现 
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所积 

累的社会财富和取得的现代 化成就就会毁于一旦 ，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中华民族 的复兴就难以实现。 
因此，我们党和整个社会必须关注并认真解决弱势群 
体问题 ，只有这样 ，整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经济 、社会 

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下转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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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所在小维组织学生进行民主评议，根据学生在 

荫绘课程中的参与程度 贡献大小、=I二作态度，班级 

纪律等方两，按五级格农进行综合评定，其中舟等级 

所占百升比为：1：3：4：2：0．并tl1小组长上报任 

课教师 

公 开 

透 明 

由任弹教师根据学生在学习卷廑．责任心，动手能力， 平时观察 

综台素质评定 (j(}％j 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有面的综台表现．按五缎格次 记录并寥 

进行综台评定。 考其他璜 

三、结束语 

以机械制图课程教学为平台，贯彻工程教育理念 ， 

实施“做中学”和“基于项目教学”的基本策略，积极开 
展CDIO教学，将有利于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 

师生关系和学生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有利于学生的知识重构，容 
易激发学生 的学习情趣 ；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积极思维 

和创新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工程能力； 
促使学校和师生走 出“应试教育”的怪 圈，贯彻实施工 

程教育和素质教育；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更有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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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chanical drawing courses in CDIO 

MA Xi——qi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in CDIO，some of refoITns on teaching mechanical 

drawing courses in CDIO are put into practice with the effective measures，such as selecting proper teaching content，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using the mindmap in teaching，rearming the methods of both teaching and test and SO 

on．Therefore，better teach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in our practice． 

Key words：mechanical drawing；CDIO；ability training；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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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党内和谐是前提 
要实现整个社会和谐，首先必须实现党内和谐，我 

们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核心，应当成为团结和 

谐的示范者和实践者。实现党内和谐，首先，必须加强 
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确保全党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 
针政策以及重大原则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其次，要坚 
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 
度，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增强 
全体党员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又要坚决维护中央权 
威，保征中央政令畅通。第三，各级党组织要构筑关心 

维护党员利益和权益的平台，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 
部；同时要搭建提高党员能力和素质的平台，注重对党 
员进行严格的培养和训练，增强党员服务群众、凝聚社 

会的本领 。 

总之，要努力促进党内和谐，只有实现了党内的团 
结统一与和谐，社会的和谐局面才能实现，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严以律己，勤政廉洁，以实际行动 
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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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ing the party’S capability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lialist soliety 

BAN Zhen—jun 

(Handan Bureau of Human Resource and Solial Security，Handan 056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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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rmonious society’S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consolidating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execution，to 

whethm·the PamT can accomplish the historical duties．to the developing of the Party’S undertaking and the long—term 

steadiness of our country．It puts new and higher demands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of abilities of carrying out poli— 

ties，the Party must change the concept of carrying out politics，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inspire crea— 

ting energy of every social layer，advance social justice，promote the harmony within the Party，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antly． 

Key words：the party；harmonious solialist soliety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