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已初步形成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

模式，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当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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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的野四化冶问题

所谓社区治理中的“四化”

现象，即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化、

社区治理参与主体老年化、社区

资源开发浅层化和部门协同“关

系化”。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化，社区

工作者专业素养亟待提升。当

前，从实际社区治理主体看，仍

然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

为主，在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

的指导下，负责本社区的治理，

并未真正形成社区居委会、居

民、社区组织等多方共治的理想

局面。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社区

工作者，其综合素养及专业能力

仍显不足，对社区工作的基础知

识、价值理念理解不深，对社区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工作技巧及

新的数据治理工具掌握不足，在

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方面主动

性不强，及时回应和满足居民多

元化服务需求方面力不从心。

社区治理参与主体老年化，

中青年群体主动参与少。动员居

民来参加社区各项事务和活动

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从动员结果看，参与主体较多集

中在老年人群体，而且集中在少

数较活跃的老年人群体。这易导

致社区活动的同质化，社区活动

近乎等同社区老年活动。同时，

此类活动的覆盖面窄，受益人数

少。此外，那些表现积极、经常参

加的老年志愿者，有时因为参与

活动较多，出现过度疲惫，不得

不安排一段时间进行休息。中青

年群体参与社区事务较少，主动

参与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导致社

区治理的整体参与度不高，青年

才智没法贡献社区治理，直接影

响到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社区资源开发浅层化，社会

力量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不够。社

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无疑是通过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合力解决

社区问题，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和归属感。但问题的解决、居民

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各种资源

的投入才能实现。当前社区治理

过程中，社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仍旧不够。社区资源包括人力资

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等，当下

开发较多的是社区人力资源，像

纵向的政治资源、财力资源等开

发明显不足。不仅如此，更广泛

的社会资源，如社会工作机构、

社会慈善资源等，联动和开发的

较少，无法助力社区治理效能的

进一步发挥。

部门协同“关系化”，弱势部

门参与治理话语权不足。社区治

理强调不同部门的协同合作，以

形成社区资源合力，共同处理社

区痛点、堵点。落实到基层社区，

“吹哨报到”机制，通过“全链闭

环”响应，可以使不同部门推动

资源向基层下沉，及时、有效地

处理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在实际

工作推进过程中，会出现部门之

间协作的关系化倾向，即制度化

合作乏力，所谓的合作是基于领

导人之间的熟人关系。有些部门

比较强势，在协同过程中处于主

导地位，有些部门则处于跟随状

态，因种种原因不能有效发挥社

区治理的本位作用。

发展社区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

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社区新质

生产力是以社区创新为主导，革

新传统社区发展路径，符合新发

展理念，充分应用高科技于社区

服务创新和社区治理创新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发展社区新质生

产力，将有力回应目前社区治理

中的“四化”问题。

发展社区新质生产力，有利

于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和

工作效率。社区工作者是基层治

理的主要工作者和劳动者，发展

社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就是要突

破传统，将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带给社区工作者，使他们成为新

的劳动者。通过加强培训和学习，

社区工作者能够掌握社区服务的

价值理念、专业技术和服务模式

等，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工作者

的综合能力，还能使社区工作者

的使命感得到增强。除此以外，数

字技术的创新使用，也能够提高

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效率。

发展社区新质生产力，有利

于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和

利用。社区是各种资源的聚集

地，如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政治

资源和组织资源等，分布在社区

的各个领域。在新质生产力理念

驱动下，可以对这些劳动资料进

行重新优化组合，打破以往资源

各自分割，不能全面共享的局

面，将资源进行有序、有效和高

质量的配置，以实现资源效用的

最大化，也能够从多方面满足居

民的现实需求。

发展社区新质生产力，有利

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利

于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其最

终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更有能力和

素质的社区工作者引领下，综合

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对社区物理

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建

设，将有利于营造宜居社区环境

和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最终提

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和幸福感。

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对策

知识和技术赋能，提高社区

工作者的服务效能。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的意见》，指出要加强社区工作

者的能力建设。发展社区新质

生产力，就是在切实提高社区

工作者的服务能力。通过进一

步接受培训，社区工作者可以

学习社区工作价值观、工作方

法和技巧等，以提高社区工作

者解决问题的专业性。不仅如

此，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

用，也能解决社区工作者工作效

率不高的问题。

参与和激励机制创新，提升

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主

体，没有居民的参与，社区工作就

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想的社

区治理强调所有居民的广泛参

与，且对于不同群体可采取不同

机制和策略。居民参与的激励机

制创新是应对居民参与动力不足

的方法。可以事先了解居民需求，

将居民需求与社区服务活动目标

相结合，在寻求利益共同点的基

础上，设计相关活动并动员居民

参与。考虑将短期激励与长效激

励相结合，既满足当下居民的获

得感，又能形成对社区的归属感，

长期投入社区公共事务。

组织和协作方式创新，拓增

社区工作服务资源。社区工作服

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各种资源。除

了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外，社会工

作机构、社区志愿者以及社区慈

善资源等都可以作为开展社区工

作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尚未被有

效开发和使用。可以通过组织方

式和协作方式的创新，使不同机

构和群体之间加强联系，意识到

合作的重要性，进而使组织资源

聚合在一起，发挥资源的最大效

用，以拓增社区服务资源。

党建和价值赋能，加强社区

工作服务协同。社区工作需要多

部门协同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党

建引领和价值赋能，解决不同部

门之间协同不顺的问题。通过接

受党建课程的培训，激发广大社

区工作者以更积极、主动和富有

创造性的工作精神，立足本社区

实际，借助党建协调委员会、红

色议事厅等平台，加强部门协

同，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和提

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最终提

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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