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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浙江的民间活力

一、热点概述

浙江的民间活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发展动力之一。这片土地孕育了独特的创业文化

和市场精神，从温州的个体经济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从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到“最多跑一次”的改革

创新，无不彰显民间力量的强大创造力。浙江人敢闯敢拼，善于捕捉市场机遇，形成了“白天当老板，

晚上睡地板”的创业精神。这种活力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

例如，“枫桥经验”通过群众参与化解基层矛盾，展现了民间智慧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浙江的民间活

力源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这些传统

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具体体现

1.经济领域：

浙江的民间活力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核心是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市场开拓能力。从温州模

式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浙江人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智慧。温州人以家庭作坊起步，通过“前

店后厂”的模式，将小商品生产与销售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义乌则从地摊经济起步，发

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浙江的民营企业，如阿里巴巴、正泰

集团等，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还通过全球化布局，将业务拓展到世界各地。这种民间活力不

仅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宝贵经验。

2.社会治理：

浙江的民间活力在社会治理领域同样表现显著，最具代表性的是“枫桥经验”和“最多跑一次”改

革。“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强调依靠群众、预防为主、调解优先，通过民间力量的参与，

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最多跑一次”改革则源于民间的需求和建议，通过简化行政

审批流程，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增强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这些创新模式不仅提升了社会治理水

平，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浙江的民间活力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展示了政府与民间

的良性互动，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重要借鉴。

3.文化领域：

浙江的民间活力在文化领域表现为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浙江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

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这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浙江的民间艺术，如龙泉青瓷、东阳木雕等，不仅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还通过创新设计，走向

国际市场。此外，浙江的民间文化节庆活动，如乌镇戏剧节、杭州国际动漫节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

客，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浙江的民间活力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不仅增强了文化自信，也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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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民间活力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浙江

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民间企业的创新与拼

搏。请你结合浙江实际，谈谈民间活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当前存在的挑战，

提出进一步激发民间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题）——答题结构【点题表态-意义-建议-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在东海之滨，钱塘江畔，浙江这片热土以其蓬勃的民间活力，书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奇篇章。这

里，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却孕育了无数敢闯敢拼的创业者；这里，没有特殊的政策倾斜，却创造

了民营经济的辉煌奇迹。对于民间活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第二步——意义：

（1）驱动创新：民间活力是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发展，如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和海康威视的智能安防技术……

（2）结构优化：民间创业活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

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经济到全球贸易中心的演变……

（3）效率提升：民间企业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温州模式

中的家族企业和产业集群效应……

第三步——建议：

（1）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2）支持创新创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提供创业孵化、融资支持、技术培训等服务，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保障创新

成果的合法权益……

第四步——结尾：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浙江的民间活力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高质量发展的前行之路。从草根创业到

全球竞争，从传统制造到数字赋能，浙江用实践证明了民间力量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未来，浙江将

继续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进一步释放民间活力，激发市场潜能，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书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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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辉煌的篇章。让民间活力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推动浙江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磅礴力量，为世界贡献更

多“浙江智慧”和“浙江方案”。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民间活力的故事远未结束，而是刚刚翻开

新的篇章……

2.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了许多创新模式，如“枫桥经验”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等。这些模

式不仅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请谈谈你从中获得的启示。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启示题）——答题结构【点题-三点启示-展望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的创新模式的成功，不仅提升了浙江的社会治理水平，也为全国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借

鉴……

第二步——三点启示：

（1）坚持群众路线，激发民间参与活力

“枫桥经验”的核心在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民间力量的参与化解基层矛盾。这启示我们，

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政府应搭建更多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活

动，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基层工作者应深入群众，倾听民声，了解群众需求，搭建多元化的参与

平台。例如，通过成立社区议事会、志愿者服务队等形式，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和矛盾调解。同

时，利用数字化工具（如微信群、社区 APP）增强与群众的互动，及时回应关切，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尽责”的治理氛围，让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2）注重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能

“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显著提升了政府效能和群众满意度。这启示我们，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注重制度设计，以问题为导向，打破传统行政壁垒，推动服务流程的再造和优化。通

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精准服务、高效管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治理创新的成果；基层工作者应

聚焦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简化流程、优化服务。例如，推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根据反

馈持续改进工作方法，确保服务更贴心、更高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治理创新的成果……

（3）推动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

浙江的创新模式体现了政府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政府善于倾听民间声音，及时将民间智慧转化

为制度创新；民间力量则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这启示我们，社会治理创新需

要政府与民间的协同合作，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要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形成上下联动、协同

推进的治理机制；基层工作者应发挥桥梁作用，搭建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渠道。例如，定期召开居民座谈

会，收集意见建议；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同时，及时将民间的创新

实践总结提炼，向上级部门反馈，推动政策优化。通过双向互动，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激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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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力，实现社会治理的协同共赢……

第四步——结尾：

浙江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仅是地方实践的典范，更是全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财富。从“枫

桥经验”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我们看到了民间活力的巨大能量，也看到了政府与民间协同创新的无

限可能。未来，我们应继续发扬这些成功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为

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浙江的故事，正在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书写新

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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