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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邪教协会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 乔广志

近年来，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在重庆市科协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在中国反邪教协会和重庆市委政法
委的有力指导下，结合重庆市打造全国
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区，坚持党建带
会建，积极推动把反邪教协会工作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通过积极的探索与实
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江北区警示宣讲现场。

▲南川区调研座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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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治引领
激发协会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
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
垒”。反邪教协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应更好
地在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在新形势下担
负起新使命。为此，重庆市反邪教协会进一步强化
职能职责，将工作重心下移，结合基层社区关爱帮扶
巩固工作，积极探索“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实践应用。

一是着重加强组织建设。以“强基础、增实力、见
实效”为目标，按照“五有”标准实现区县反邪教协会
全覆盖，即：有平台、有队伍、有活动、有经费、有考核。

二是常态化开展警示宣传。围绕本地邪教组织
突出动向和现实危害，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贴近
生活的形式，精准有力揭批邪教本质和危害，提高群
众对邪教的知晓率和防范抵御能力，厚积反邪教社
会土壤。

三是加大理论研究力度。重庆市反邪教协会每
年坚持开展反邪教学术研究活动。2018年，择优推
荐的论文《“微关怀”在社区反邪教工作中的应用》获
得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一等奖，得到中国反邪教协
会及与会专家、同行的高度认可。

坚持实践创新
推动社区应用出新绩

2020年，重庆市反邪教协会以论文《“微关怀”在
社区反邪教工作中的应用》为蓝本，邀请西南大学、重
庆市委党校等高校有关专家学者，对“微关怀”反邪教
工作法研讨论证，形成了“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应用的工作模式，并先后在江北
区、南川区等区县基层社区开展试点工作，得到了中
国反邪教协会、重庆市委政法委等有关部门的肯定，
获得了基层反邪教工作人员及基层群众的认可。

在江北区基层社区的创新实践。重庆市反邪教
协会指导江北区反邪教协会，大胆尝试创新社会协同
参与模式。在江北区委政法委支持下，依托江北区

“关爱之家”阵地平台，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暖洋
洋”社会组织，选取帮扶服务对象需求较多的大石坝
街道东原社区及大石坝街道推进实践应用。

两年多来，“暖洋洋”社会组织党支部，整合爱心
企业21家，组织心理咨询师10余名，并争取到素心工
作室的专家团队加入“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实践中，
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专业指导与培训，帮扶巩固工作
成绩显著。

在南川区基层社区的创新实践。2021年，重庆市
反邪教协会积极支持南川区反邪教协会整合社会资
源，动员15家社会单位资助“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长
效开展。在南川区委政法委的支持下，将需帮扶人员
较多的东城街道灌坝社区作为重点试点区域。灌坝
社区党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将“党建+微关怀”工作
模式融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基层综治、文化等
多个部门，构建了社区反邪教工作新格局。

同时，在南川城区打造“一环多点”反邪教工作
示范带，建成反邪教科普文化长廊、反邪教志愿者
培训学校等多个反邪教阵地，组建了党员干部带
头，退休教师、退休干部为主的志愿服务队和反邪
教文艺宣传队，常态开展社区帮扶工作，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绩。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总结推广工作新模式

“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得到了重庆市科协党组的
高度重视，分管领导多次深入江北、南川等区县基层社
区，实地调研指导“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推广应用。

2022 年初，重庆市反邪教协会积极总结完善
两年多来在基层的实践经验，邀请专家团队进一
步研讨论证，总结提炼出“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
工作模式：1 个目标，2 个融入，3 种方式，2 种机
制。“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为需要提供帮扶的人
员融入社会、回归生活畅通了渠道，是反邪教协会
融入社区关爱帮扶巩固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创新。

党建引领，1个目标强推动。健全党领导协会工
作制度，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协会工作的各方面、全
过程，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设
立“创建无邪教社区（村）”为既定目标，有效防止邪教
在社区的滋生蔓延，全面提升社区居民防邪拒邪能
力，提高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力争使每个社会细胞
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
建在基层。

搭建平台，2个融入展特色。依托“关爱之家”、
“反邪教警示宣传基地”等阵地平台，着力在提质、扩
面、做优上下足功夫，积极推进“微关怀”在基层落地
落实，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一是将反邪教协会工作全面融入全域科
普生态，用科学揭批邪教本质，驳斥邪教歪理邪说，充
分利用基层科协科普资源，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反邪教
警示宣传教育，营造崇尚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的
良好氛围。二是将反邪教协会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加快推广“党建+反邪教+N”工作法，推动反邪
教协会组织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
心，深度融入平安重庆建设。

提升服务，3种方式促长效。一是合作调查服
务。合作调查式“微关怀”，紧紧围绕社区居民各个
层面的需求，把反邪教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党
员带头，电话慰问、入户调研走访社区人员，对日常
生活、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调查，记
录社区人员当前状态等相关情况，为不同层级人员提
供相应的服务。二是专家指导服务。社区治理工作
存在需要帮扶的人员对反邪手段偶有抵触、基层社区
缺少专家指导等问题，重庆市反邪教协会牵头组建党
员干部带头的市级专家资源库，统筹专家资源，在各
区县最需要的地方实地指导、解决基层社区实际问
题。目前，市级反邪教专家资源库已拥有市级宣讲、
理论研讨等33名专家。三是生活关爱服务。采取心
理陪伴、重建社会支持、融入社区活动等方式，由党员
干部带头对需要帮扶的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
行细致入微的关心关怀，解忧纾困。通过社区党支部
会、院坝会等方式，让误入邪教的社区居民了解基本
生活保障、义务教育等帮扶政策及反邪普法知识。依
托“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阵地平台，在重大节日重
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文体反邪活动。

强化保障，2种机制固成果。一是三色量化机
制。通过调研走访社区人员，对日常生活、宗教信仰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三色量化管理制度。其中
红色为需要经常性开展帮扶工作，黄色为需要定期开
展帮扶工作，蓝色为每年开展帮扶工作。特别对红色
关注对象重点分析，建立重点专项档案。“红黄蓝”三
色量化档案，让帮扶巩固内容具体化、可视化，对不同
对象制定不同的服务策略。二是“三社联动+N”机
制。“三社联动”指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
会工作者为支撑的联动机制。“N”代表爱心企业（提
供义诊、家政等服务）、心理咨询师、宗教界人士、教
师、文艺工作者等志愿者群体。在社区党委领导下，
形成以联动机制为服务资源、以志愿者群体为支持力
量的聚合性载体，发挥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培养一批类似于“老马工作室”“妈妈喊话
队”等特色品牌。

下一步，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将充分发挥社会资源
优势，深化总结“微关怀”反邪教工作法，加快在全市
推广应用，为反邪教协会融入社区关爱帮扶巩固工
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应有
的贡献。 （作者系重庆市反邪教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