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在仇毕社区，不少技能达人

纷纷在社区服务综合体开设了课

程，传授技艺。在这里，社区居民

不仅可以办理居民日常所需的政

务服务，也可以喝咖啡、学戏曲、

健身等，多元的生活服务需求实

现“一站式”解决。

小朋友手工课、老年人的反

诈课堂、居民的合唱排练……社

区服务综合体内人头攒动，热热

闹闹，背后离不开专业团队的运

营。社区服务综合体由宁波首家

社区社会企业———鄞州区仇毕星

悦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通过

商业化“社企合伙人”制度，激活

运营创造力，2400平方米的空间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社区社会企业，对于很多人而

言是一个新名词。它是指以居委会

作为特别法人身份发起，控股或全

资成立，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

区服务为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开

展经营管理，所得部分或全部利润

用于持续反哺社区发展治理的特

定经济组织。在宁波，这样的企业

已经有 26家，为居民开展多元服
务，还要为社区“造血”。

2022年以来，浙江省实施“强
社惠民”集成改革，给予社区成立

公司开展自我造血的契机。宁波

开始将发展社区社会企业作为

“强社惠民”集成改革的重要手

段，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增

强社区发展内生动力。眼下，宁波

正在全面总结社区社会企业发展

运营经验，摸排条件相对成熟的

社区，进一步扩大建设范围，一批

新兴的、更小型、更贴近居民的社

区社会企业正在悄然生长。

空间换资源
服务能力更强了

小到磨刀、缝纽扣，大到孩子

托管、居家养老，一个社区就是一

个小社会，居民有各种需求。随着

时代发展，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

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不少社区

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居民对生

活的多元服务需求与社区服务供

给之间不平衡。

“这就给社区社会企业提供

了空间，以专业化的视角去社区

发现需求，并且对接社会资源提

供服务。”在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

相关负责人看来，社区社会企业

扮演一个平台角色，在公共空间

开辟场景，引入社会力量运营，更

好服务居民所需。

在宁波，社区办企业从盘活

公共空间打造服务场景开始。

2022年，仇毕社区服务综合体建
成，社区一下子拥有了 2400平方
米的公共空间。起初，社区干部欢

欣鼓舞，服务居民有了大场地。他

们想尽办法搞活动，但居民却不

愿意走进这里，公共空间人气寥

寥。几个月下来，社区干部倍感失

落———如何提升公共空间的利用

率让他们犯了难。

是不是可以引进社会力量来

盘活公共空间？当时，成都的社区

社会企业已经颇具规模，探索出

一条服务社区居民新路径。在街

道支持下，他们组团去成都学习。

当年 9月，仇毕社区开始尝试，成
为宁波第一个“吃螃蟹”的社

区———以社区服务综合体的公共

服务空间增值服务使用权作价，

出资并控股，社会企业、鄞州区社

区发展基金参股，共同成立鄞州

区仇毕星悦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带领团队

专业运营仇毕社区服务综合体。

由此，社区党委书记曹晓莉有

了新身份，担任公司董事长。现在，

社区社会企业已经运行了两年多，

她对社区社会企业的边界和方向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社区社会

企业提供的服务物美价廉。企业走

进社区，真正了解居民需求，开拓

为居民服务的新场景”。

以空间换资源，吸引专业人

才入驻，开发便民惠民项目。社区

居民、戏曲爱好者李佳铭在社区

服务综合体开办的戏曲班里参加

了专门辅导，在前不久举办的“周

信芳戏剧季·2024宁波市全民戏
曲大赛”中获得第三名，举手投足

间尽显专业。除了免费的基础班

之外，公司还专门对接社会资源，

举办进阶课程班。“根据社区居民

需求，开设甬剧和越剧进阶班，每

期 16节课，只要 120元，居民报
名热情很高。”公司负责人说，通

过创建艺术团队，针对性开办培

训班，提升了社区居民文艺活动

参与度。公司还承办社区首场文

艺演出，来自社区的文艺爱好者、

戏曲爱好者等 49名居民自编自
导自演，上演了一场文艺盛宴。

仇毕星悦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主动挖掘辖区潜在需求，打造老

年日间照料、儿童托管、教育培

训、场地租用、配送餐等营利性项

目，结合推出“巢艺坊”“乐心斋”

“林妈妈手工”等特色主题课程。

作为老百姓家门口的社会企

业，社区社会企业改变了过去由

居委会和政府提供服务的单一供

给模式，打通社会资源导入路径，

推出社区食堂、课后托管、驿站休

憩、就业咨询、一站式家政、青年

夜校等一系列服务项目，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例如，海曙区白云

街道曙悦社区居民盘活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空间资源，社区社会企

业在这里专门打造了一个“约饭

食堂”。他们发起“社区食堂满意

度”调查。“老人也喜欢吃品质好

的菜，稍微贵点也能接受。”“希望

适合孩子和年轻人的菜品多一

点。”……在接收到居民诉求后，

“约饭食堂”调整了原材料品质，

将大米升级为 5元一斤的东北五
常稻花香。

现在，“约饭食堂”客流稳定，

日均销售单维持在 80单，翻桌率
平均两三次，青年消费者群体达

到 45%，解决了 500多户家庭的
饮食问题。“社区社会企业经营社

区食堂，服务可以更加精细化，解

决了社区长期想做而又做不好的

大事情。”曙悦社区党支部书记董

玲红坦言。

社区有了钱
提供更多公益服务

长期以来，财政拨款是社区

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随着人民

群众多样化服务需求的日益增

长，“资金来源单一、供需矛盾突

出、资源整合不足”日益成为制约

社区治理的突出因素，阻碍社区

“大展拳脚”。

在余姚市新城市社区，余姚

市姚享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短

短 6个月，营收就达到 237万元，
实现纯利润 101万元。

余姚市姚享社区服务有限公

司的赚钱之路，从摸排资源开始。

“作为一个中心城区的老小区，公

共空间缺乏，基本没有可以用作

经营的空间。”新城市社区党委书

记韩静安表示，他们对社区空间

进行了排查，找到那些企事业单

位“管得着却又看不见”、社区“看

得见却又管不着”的闲置资源。

“这些资源长期闲置，又零碎

分散，企事业单位如果专门将其

盘活的话成本高效率低，由社区

就近管理运营，能够最大程度提

高使用效率。”宁波市委社会工作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阳明街道推动下，姚享社

区服务有限公司与相关企事业单

位联合成立阳明西路党建联建

带，整合盘活辖区内闲置资源。他

们根据用途、权属和社区需求，建

立资源清单，整理可用资产，通过

各种合作运营进行盘活，增强社

区集体经济。“我们一下子拥有了

7100多平方米的资产运营权限，
一方面增加了固定收入，丰富了

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

居民打造满足多元需求的新场

景。”韩静安说。

一个场地多种功能，不仅要

经营，也要为居民提供多元生活

场景。姚享公司引入多方资源，打

造运营社区共富工坊、青创空间、

24小时自习室等社区配套场景。
最近，姚享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正

在对 8间闲置已久的临街店铺进
行设计装修，准备打造成余姚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景。“这些店

铺位置好，我们主要引入余姚传

统美食非遗体验，传承非遗文化，

还有通过简餐等方式满足社区居

民用餐需求。”韩静安表示，场地

将经营与公益结合，引入磨刀、理

发、修拉链、配钥匙等居民日常所

需的服务功能。

以提升社区服务为目标，以

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经营管理，所

得收益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

进社区发展治理。宁波鄞州区黄

鹂悦鸣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以鹂

西走廊闲置空间入股招引项目，

该公司已盘活闲置经营用房 25
处、场地面积 3000 平方米，实现
营业收入约 43万元。“社区有了
钱，我们向居民推出免费理发、

陶艺体验等服务，已服务居民

4000余人次。”公司董事长、黄鹂
社区党委书记王义豪说，前不

久，该公司出资翻新了一处 200
平方米的闲置空间，为老年人打

造共享“聊聊馆”。

鄞州区周宿渡社区社会企

业成立半年来，不仅用收益对公

共设施进行维修养护，还推出普

惠性暑托班，为 15个双职工家
庭解决孩子“看管难”问题。“我

们有一个小区是无物业管理的

老小区。以往，小区保洁费都是

向上级财政部门申请的。今年想

通过多方运营，由社区社会企业

赚钱付保洁费。”周宿渡社区党

委书记姜琳说。

“某种程度上，壮大社区的

自我造血功能，成为用商业方式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

要探索。”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展社区社会

企业有利于活化利用社区资源，

增强社区发展活力，通过重建社

区中有效的社会链接，重组社会

资源，对社区闲置低效资源进行

整合利用。

要把钱花好
更要花得规范

社区办企业去赚钱，很多社

区负责人是从忐忑中开始的：一

方面是本领恐慌，怕做不好；另一

方面，参与市场经营，怕犯错。

更加困扰他们的是政策红线

问题：机构由社区居委会控股，工

作人员往往都是社区工作者，存

在廉政风险。不过随着社区社会

企业经营持续开展，不少社区负

责人逐渐认识到，这个新事物的

出现，有望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手段。

余姚新城市社区，一度有居

民投诉，社区有一间房屋出租给

换电柜企业，设置了 4组电动车
智能换电柜，不间断为外卖员提

供充电服务，存在安全隐患。但是

房东认为，该设施通过相关部门

安全认定，可以在房屋内使用。双

方僵持不下。

经过调解，最终由社区社会

企业提供场地安装电动车智能换

电柜，换电柜企业不再要求房东

退还剩余房租。“因为社区社会企

业有资源，我们可以提供安全可

靠的空间，一下子破解了难题，提

供场地给换电柜企业，每个月还

能有 6000多元收入，居民、企业、
房东、社区皆大欢喜。”韩静安认

为，社区有了自己的资源，为调解

社会矛盾提供了更多保障。

曹晓莉身兼鄞州区仇毕星悦

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仇毕

社区党委书记二职，在她看来，社

区社会企业的实质性运营，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社区的负担。“社区

社会企业运营社区服务综合体，

在经济方面为社区增收。”曹晓莉

表示，社工也可以从原本的社区

服务综合体运营中解脱出来，更

好地去走访居民服务居民。

当前，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

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放活企业经

营和管牢廉政风险之间，需要找

到平衡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里，阳明街道对社区社会企业

的运营，尤其是财务制度进行了

闭环设计。“企业为社区赚了钱，

但怎么把钱花好、花得规范十分

重要。”韩静安表示，5000元以下
的资金使用由社区和企业共同集

体决策，5000元以上就要提交到
街道，“企业的资金全部由街道代

管，支出的标准等同于财政资金

支出。”

2024年 11月 26日，在宁波
举行的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研讨会

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苗青表示，“宁波在全

省率先探索社区社会企业运营，

给社区赋能，推进社区治理。”当

前，社区办社会企业进行了一些

有益探索，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

社区。“开办社区社会企业一定要

因地制宜，并不是所有社区都适

合。”研讨会上，成都市社会企业

发展促进会会长夏璇提醒，只有

真正认识到居民的需求，社区才

适宜办社会企业。

夏璇表示，社区开办社会企

业一定要明确补位原则，有所为

有所不为，目标瞄准服务居民，

推动治理现代化，干那些政府不

适宜干、市场不好干、公益和慈

善组织干不好的事情。推进社区

社会企业发展，顶层设计十分关

键，目前仍须扶上马送一程。宁

波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社区社会企业建设必须坚

持党建引领，统筹相关部门保

障，共同推进社区社会企业的培

育和扶持工作。

当前，宁波计划在全市层面

制定政策，护航社区社会企业健

康成长。此前，鄞州区已经在制

度层面为基层开展指导。2024年
8月，鄞州区委社会工作部等 5
部门联合出台了宁波首个全面

培育扶持社区社会企业的政策

性文件———《鄞州区社区社会企

业培育扶持办法（试行）》，为社

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该政策从创建、培育扶持、监管

激励、容错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制度设计，推动社区社会企业

稳妥健康运行。

随着制度保障进一步落实，

小而美的社区社会企业将提供更

加多元的服务场景，满足社区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渊据叶浙江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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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探索社区基层治理创新
元旦前几天，宁波鄞州区仇毕社区 62岁“编织达人”林

惠飞在社区服务综合体开起编织课程，社区居民组

团在课堂学习编织技艺，成品的毛衣、毛线帽、围巾等作为新

年礼物送给有需要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