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在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上的需求越来越丰富多元、
期盼越来越高。 但是，当前社区工作行政化色彩浓烈、社区工作理念更

新不足、专业性不够等实际问题，则与其形成了强烈反差。 因此，街道（乡镇）、城
乡社区亟须搭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阵地显得较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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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在社
区治理与民生服务上的需求越
来越丰富多元、 期盼越来越高。
但是，当前社区工作行政化色彩
浓烈、 社区工作理念更新不足、
专业性不够等实际问题，则与其
形成了强烈反差。 因此，街道（乡
镇）、 城乡社区亟须搭建起真正
意义上的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阵
地显得较为迫切。 北京市朝阳区
管庄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也是
连接北京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
心的重要廊道，社区类型较为多
元和复杂， 辖区居民超过 10 万
人，人员构成复杂、思想活跃、服
务需求多样化。 管庄地区工委、
办事处充分意识到，要真正破解
社区治理和服务难题，实现从传
统社区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
不断转型，需要不断培养专业化
人才和提升服务专业性。 这也就
催生了该地区借助区级“三社一
体化 ” 项目于 2019 年率先进行
了社区社工站建设的实践探索，
并选择了辖区内惠东社区、惠西
社区和丽景苑社区三个社区进
行了初步试点。

笔者对管庄地区社区社工
站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观察
参与和持续跟进，认为社区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应按照“硬软结
合 ”的行动策略逐步推进 ，即将

阵地打造 、人才培养 、组织培育
和系列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

其一，将打造服务空间与实
现空间赋能结合起来，让服务有
阵地。 当前很多地区的社区办公
空间和服务空间都非常有限，服
务空间大都是 “一室多用 ”甚至
室内服务场地十分局促，这给以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带来
了一定挑战。 同时，服务空间和
场地的缺失也使得社区工作者
与居民之间相互熟悉和共话社
区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显得不
足。 因此，社工服务站的建设也
给拓展服务阵地提供了良机。 而
在此基础上的空间赋能和优化
使用则显得更为重要，管庄地区
主要在建站选址、空间分布与赋
能 、运维制度建设 、品牌形象打
造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 比
如，惠东社区社工站推出了社区
工作代言人社工“小惠”，以其卡
通形象更广泛地被居民认识和
记忆， 其还推出了 “365 在线服
务”，通过“小惠”亲切、可爱的形
象， 发挥与居民群众便捷沟通、
化解社区矛盾 、 广泛宣传等作
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工作者与
居民之间的距离；丽景苑社区则
打造出了专门的社区社工站服
务场地 ，涉及个案工作室 （心理
咨询室）、小组活动室（培训会议

室）、专业学习空间等，具有很好
的可视化效果。

其二，开展社区工作者与居
民骨干的系列能力建设，让参与
更有力。 首先要说明下，这里的
社区工作者包括了持证社工和
未取得社工职业资格证书但在
社区工作的从业者。 培育社区工
作人才和居民骨干是管庄社区
社工站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
内容，尤其该地区办事处对此重
视有加， 这是很有远见的做法，
抓住了基层治理和服务中最为
关键的要素，即人才的挖掘与培
养。 依托社区社工站开展能力建
设与培训增能的方式方法和主
要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以丽景
苑社区为例，他们将线上线下相
结合、 常态化与节点式相结合、
内外部相结合地进行组合拳式
的相关培训，注重引入外部专家
学者和有经验的实务工作者进
行团体督导，并形成了由社工督
导支持中级社工师、再由中级社
工师支持助理社工师、再由其支
持培育社区居民骨干的赋能梯
次 ，内容涉及服务技能 、心理减
压 、项目化运作管理 、资源整合
等。 同时，依托小微项目对社区
社会组织及其骨干成员的过程
陪伴也是很好的赋能形式。

其三，注重社区社会组织的
孵化培育与升级发展，让组织更
有范。 这是社区社工站建设的另
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专业社会工
作与社区治理最紧密的结合点。
管庄地区三个试点社区采取不

同方式进行了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惠西社区主要结合社区治理
的热点议题和社区实际问题，依
托小微项目有针对性地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比如物业连桥
社、青萌社、益民社、社区矛盾调
解队等；惠东社区则是以老社区
社会组织育新社区社会组织，依
托两支社区社会组织共同承接
一个社区小微项目的方式，从策
划、组织、实施到后期总结，由两
支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力量共同
完成 ，通过其深入合作 ，以老带
新 、陪伴成长 ；丽景苑社区深度
打造党群服务促进会和同心为
老服务社，通过党群服务促进会
整合辖区单位资源并建立社区
睦邻点，依托同心为老服务社丰
富拓展了社区助老服务内容，并
初步构建起自助、志愿和专业相
结合的社区助老服务体系。

四是推动社区治理 、专业服
务和志愿服务的齐头并进，让居
民有所得。 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和
民生服务需求是社区社工站建
设的落脚点。 管庄实践在整体上
较为注重以 “社区社工+社区社
会组织+小微项目” 的组合方式
推动社区治理、专业服务和志愿
服务，其中以社区小微治理和为
老服务为重点。 丽景苑以社区助
老服务为品牌，同步重点推进开
放性议事协商平台并以此推进
楼门自治 ； 惠东社区注重依托
365 在线服务拓展服务内容和提
升服务效率，引导更多中青年居
民参与， 以文明大客厅为阵地，

推动社区议事协商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注重面向社区空巢和独
居老人的志愿服务；惠西社区则
以小微项目实施为契机，全面开
展文明养犬 、垃圾分类 、物业管
理 、便民服务 、居民矛盾调解等
服务，同时依托楼门长进行楼门
环境治理和微空间改造。

整体来说， 我们可将管庄地
区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尊重社区差异以及不同的社
工站建设模式， 给予社区一定的
自主空间， 这更有助于形成不同
社区的特色和亮点； 二是注重软
硬结合，确立以硬为基础、以软为
核心的建设思路，紧抓“人”和“组
织”两大关键要素；三是社区社工
站建设要注重专业性， 也应放置
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整体格局
之中并应积极作用于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四是
以系统化思维、项目化形式，培育
本土社区社工人才和推动社区治
理服务， 借助项目建好站、 育好
人、做好服务；五是引入实践经验
丰富的高校学者和实务专家进行
督导支持， 不断提升社工站建设
质量和社区治理服务水平。

当然，我们必须冷静且清晰
地认识到，基层社工站建设和发
展在绝大部分街道社区都是新
鲜事物，还处在早期的初级建设
阶段，未来还需要不断整合内外
部专业力量在加强社工站规范
化建设、 培育在地专业人才、提
升治理服务专业性等不同方面
下足功夫。

社区社工站建设的基本策略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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