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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村官”,探索社会管理新路子 
 

 张俊海  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局长  莫纪宏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 2010 年开始，山东省东营市开展社区民警挂任农村社区班子成员工作，选拔优秀党员民
警挂任社区班子成员，参与基层党建工作。目前，全市 147名社区民警中已有 106人当上了“村
官”，他们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区域稳定、促进警民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高度重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东营的“民警村官”，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哪些思考和启发？ 
  特邀嘉宾：张俊海  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局长   
  莫纪宏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管理资源整合，才能无缝对接（治理者说） 
  张俊海 
  东营市作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随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等“黄蓝”两大战略的实施，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农村社区的发展与稳定，

既是摆在基层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稳定促进发

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 2010 年开始，东营市公安局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在全市开展社区民警挂任农
村社区班子成员工作。在职能定位上，明确了挂职民警要充分发挥党的建设指导员、矛盾纠纷调

解员、政策法规宣传员、巡逻防范组织员、脱贫致富引导员、民本民生服务员等 “九大员”的
作用，在创新社会管理上作出积极探索。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广大农村社区民警将警官与村

官“二合一”，把社区农村警务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合一”，一

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心系人民群众，俯下身子听民意、解民忧，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了

群众与政府的联系，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社会管理工作重在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形成合力。以民警挂任“村官”为契机，社区民警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依托农村社区化改造，由政府出资，在社区配套建设了社区综治办、

社区警务室、社区暂住流动人口管理站、社区监控中心、司法调解室，构筑了“五位一体”的新

型社区警务模式，使新型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现了同步推进、无缝对

接，有效避免了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治安管理断档、失控现象。 
  当前，农村稳定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一旦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容易引发重大案件。如果等

到矛盾纠纷由“分外事”演变成“分内事”再来解决，势必为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将社

区民警挂任社区班子成员这一新的尝试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个大局当中，紧贴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来谋划布局，联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部门配合、全民参与

的工作格局，有效地维护了农村地区和谐稳定，实现了多方共赢。 
  去年 1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东营市人民群众对和谐警民关系的满意率为 97.35%，位列
全省第一。实践证明，社会管理创新只有跟上时代的脉搏才能强劲有力，只有与人民群众休戚与

共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破解基层问题，需要管理下移（旁观者言） 
  莫纪宏 
  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推出诸多“警力下沉”的新措施，一大批“社区民警”、“民警村

官”以生龙活虎、积极进取、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出现在城市居民社区、农村居民居住区等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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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基层，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亮点。 
  众所周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管理“空白”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政府的行政管

理因基层政府设置在乡镇一级，很难直接深入基层，对于当前农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基层政府

有时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着仅仅依据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所无法解

决的权益冲突和邻里矛盾，特别是一些地方公共服务长期不到位或者是处于空白状态，农村的人

际关系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而变得越来越松弛，原先的以乡风民俗、左邻右舍自然和人文因素

连接着一起的紧密型关系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基层农村社区有所加深。 
  自从我国基层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特别是政府采取减轻农民负担措施，取消农业税之后，

政府如何为村民提供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一直是需要大力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农民的财产增加了，自由度扩大了，但相应的农村治安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一些地方，

农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问题不断凸显，需要政府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因此，政府应改变管理思路，引进社会管理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以

及村民之间的和谐协作关系。让民警当村官，让警察直接驻点基层农村，无疑适应了当前农村的

基本社情、民情的需要。“民警村官”的出现，从制度上拉近了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增加了

政府服务群众的渠道，密切了干部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了干群的和谐互动。“民警村官”将政

府的“行政管理”与村民的“自我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了管理的幅度，强化了不同

管理手段之间的联动效应，有利于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我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当前，“民警村官”在不少地方已经推广开来，从推行的效果来看，只要不是让民警来镀金，

充充样子，村民是衷心拥护的。“民警村官”的出现，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背后蕴

藏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许多“民警村官”办实事，出实招，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真正让

广大村民吃了“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