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ngSu Fss Communication

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和党员民主

监督”相统一的五位一体监督理念；第三，实

行常态化的专任巡视制度和派驻制度。结合基

层实际，巡视制度可分专任人员巡视和专任周

期巡视。前者是指针对基层重点部门进行派员

常驻；后者则指随机性、经常性派出巡视组进

行常态化巡视。派驻制度方面，区机关工委等

单位的纪委（纪检组）可由区纪委实施专项派

驻，村（社区）则可采用综合派驻与单独派驻

相结合的模式，使检查、考核责任不断向基层

传导。

4.要正当追责。构建程序化责任追究期限

制度，使“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相结

合，纠错与容错相统一。首先，要合理扩大追

责主体，尤其是要在健全党内监督体系下引入

群众参与。其次，进一步明确被追责主体的申

辩程序，保障被追责主体的申辩、申诉权利，

避免追责权力走向专断。对“两个责任”的追

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决定程序，

要规定明确的申诉、申辩保留时限，赋予被追

责者向上级党委和纪委的申诉权利；最后，应

建立严格、明确的复查程序，最大程度地保护

乃至重新任用党风廉政建设中因无意过失而被

追责的基层党员干部。通过制度途径使基层监

督执纪“两个责任”和“四种形态”统一起

来，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意识到党风廉政建设

中既要被“严管”，又不乏被“厚爱”。

县域新型智库建设的尝试

顾青山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各类智库

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智库建设顺应了科学发

展的需求，也反映了发展对智力劳动的尊重，更

体现了“软实力”的作用。

对于县域要不要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和如何建

设新型智库？往往因县级缺乏高校和高层次人

才，而认为没有足够的条件参与智库建设，再加

上智库相对独立性等要求，县域要建设智库就更

难以实现了。我们认为，县域的发展同样亟需智

库的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县域新型

智库也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海门市在县域

新型智库的孵化和建设中进行了如下尝试——

一、引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海门濒

江临海，靠江靠海靠上海，与上海市中心直线距

离最近仅60公里。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接轨上海





2 0 1 6 年 第 6 期

发展？作为环沪卫星城市之一如何定位？如何充

分发挥江海资源优势推动发展？众多发展现实课

题需要科研力量支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咨

询服务。为解决高层次专家缺乏的问题，我们社

科联充分在“联”字上做文章，通过与高端智库

合作共建研究基地、观测点等措施，并通过课题

研究以项目带动的方式，使智库为决策发力。近

几年来，海门市政府先后与上海社科院合作共建

江海联动发展研究基地，与江苏社科院合作共建

现代产业发展研究基地等，每年财政提供近百万

的智库合作专项经费，开展了设立上海自贸区南

通（海门）复制推广区的对策建议研究、提升海

门重大园区载体功能建设研究等10多项课题研

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汇智——搭建平台，汇聚人才。鉴于县

域范围内的本土社科人才虽然有着对内情了解的

优势，但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又缺乏

相应机制平台的整合引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我们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社科联建立县级社科

人才库，并从中分类择优聘请县级社科特约研究

员，以课题研究为载体汇聚智力：一是广泛组织

专项课题研究。每年紧密围绕经济转型、项目建

设、市场贸易采购方式试点、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50多个县域发展中的现实课题，提供一定研究

经费保障，组织本地专家开展跨界协作“短、

平、快”式研究，研究成果通过社科专报提供决

策咨政服务。二是深入开展合作课题研究。以引

入的高端智库来海研究为契机，组织本土的相关

人才参与重大项目的研究中，从而既助力高端智

库“接地气”，提高研究效率，又利于本土研究

人才“接天线”，提升研究能力。三是精心组织

社科沙龙活动。智慧碰撞能擦出创新的火花，我

们一方面以课题调研成果发布交流等活动为载

体，组织社科人才对话交流、头脑风暴；另一方

面，围绕发展中的问题开展社科沙龙活动。近年

来开展了“当前人民群众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

益”“留守儿童教育大家谈”等 20多个社科沙

龙，通过预告主题，预约中心发言人等措施提高

沙龙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每次活动邀请主流媒体

专题报道，以放大社科沙龙咨政育人、引导舆论

的作用。

三、奖智——评比激励，彰显价值。有价值

的咨询服务都是艰苦脑力劳动的结果，所以要充

分重视对于研究咨询产品和服务价值的肯定，这

样对参与智力服务的人才是一种激励，并使他们

在相应的肯定性激励中进一步增强投入咨政服务

的积极性。我市先后出台了《海门市社会科学成

果奖励办法》，开展了年度优秀社科成果、青年

社科英才评比等活动，通过举办社科研究带头人

培训班、东洲社科讲坛、挂职锻炼等途径激励本

土社科人才，还在本市主流媒体开辟社科专栏，

发布社科成果，宣传优秀研究人才，最大限度让

社科人才有获得感和价值感。

通过近几年县域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与探

索，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智库为党委政府科学决

策提供了“高级外脑式”的咨政服务，已然成为

照亮县域科学发展之路的一盏明灯。

（作者系江苏省海门市社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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