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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枫桥经验”的位置　　源自于浙江省诸暨市（县级市）的“枫桥经验”，在
新中国追求长治久安的历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3年，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浙江做调研时，敏锐地发现了“枫桥经验”对当时建立还不
到20年的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从无数的材料里发现了它后，迅速地把它提高到对整个国家治理具有意义的高度，使这个本属地方治
理经验的社教运动的样板，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治理工具。
而后，在几十年时间内.在中国整个政权结构里。
“枫桥经验”一直有着它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每隔五年或者十年，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人们都不断地纪念它的被发驭，深化和丰富其在新时期
的内涵，特别是发掘它对平安浙江乃至和谐中国建设的意义。
　　今天，在“枫桥经验”诞生45周年的时候，在这个已有接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治理工具被再一次纪
念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把关于“枫桥经验”的记忆翻捡出来时，却发现，这个本属上个世纪的治理样
式，因为它本身的创新和实践，到今天还具有它的普世意义。
而且还在被相当多的各级政府运用着，成为影响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政策手段。
“枫桥经验”作为一个农村社区结构的维稳器，在贫富分化、社会心理极其浮躁的当下，尤其是对于
大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踏上城市化进程、农村陷入相当经济困境的中国而言，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初为解决集体经济的困境和农村阶级矛盾而被新中国的政治领袖发现并被提炼出来的“枫桥经验”
，在中国自身向现代化进军的行程中，当一切经济要素都开始流动起来以后，对于农村这个仍占中国
人口和土地相当大部分的领域，有着强烈的稳定功能。
　　因此，回顾“枫桥经验”的过去，发掘“枫桥经验”的现实意义，就成为本书的使命和责任。
尤其是后者，更是作为一本关于“枫桥经验”的书所要承担的历史功能。
　　事实上，当我们细致而深入地在枫桥进行考察之后，首先会发现的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里
所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比上世纪60年代它诞生时要少。
而在这些挑战下生存并得到创新发展的“枫桥经验”所具有的中国意义.同样也不比那个时候少。
　　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政治中国的一个典型样板的枫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有过辉煌，也有过相对落伍时追赶的焦虑。
尤其是在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浙江省。
在狂飙疾进的产权和企业壮大的年代里，地处义乌、温州、宁波、绍兴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夹缝里
的枫桥，因为思想上的包袱和自然资源禀赋而造成的经济上相对落后的现实，按常理判断，很容易使
本地农民和人口出现心理失衡，导致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甚至群访群告的现象，最后使整个镇级治理
结构出现极其困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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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将浙江“枫桥经验”定位为转型中国社会的一种基层“维稳器
”，以“枫桥经验”与国家基本治理战略相嫁接为基本线索，梳理了“枫桥经验”45年的发展和变化
的历史。
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
基本内容包括“枫桥经验的起源”、“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挑战与创新”、“枫桥经验：和谐社会的
中国式边界”三大部分。
　　在作者看来。
发展到今天的“枫桥经验”实际上已经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遇到的边界：政府作用的边界、
经济中心的边界、法律的边界等等。
《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的前瞻性在于，已经相对成形的“维稳器”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
帮助中国摆脱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焦虑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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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义，1976年4月生于山东潍坊，《南风窗》采编中心副主任、时政编辑。
自2001年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是其培养出的年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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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对于社会冲突和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和研究，不仅是学
术界需要承担的课题，更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为了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枫
桥经验”作为社区一级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模式，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时代洗礼，从维护社会治
安到促进社会和谐.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利用这一模式，枫桥镇保证了绝大多数的各种社区纠纷和冲突
能在最基层得到圆满解决，各地对这一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赵义先生的《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一书，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实践和理论多个层
面研究和总结了“枫桥经验”，不仅归纳了该模式中基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丰富实践经验，也针对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教授　　书写得很好，经验很有价值，值得推介无论是上个世纪
毛泽东时代倡导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还是新的历史时期探索的“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解决
”.“枫桥经验”的薪火绵延说明，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社会治理亘古不变的大智慧、大
要求、大趋势　　——中央党校教授、研究室副主任 辛呜博士　　政府公共服务要由运动型的为人民
群众服务向制度型的公共服务转型“枫桥经验”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农村社会的维稳器，也
经历了从运动型向制度型转变的历程，本书阐释和描述了这一转变过程，对于探索中国国情下，在社
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期，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之道，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公
共管理部教授 李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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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作者用鲜活的笔调，通过大量的故事和细节，让一个严肃的话
题不至于太枯燥。
这既是一本了解浙江“枫桥经验”的基本读物，也是一本有力度的思考型著作。
“枫桥经验”隐藏的是创造经济奇迹和寻求秩序两者交错前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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