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导向院
建设多功能社区复合空间

D机构社工自 2021年起驻
点 B社区开展服务，历经三年
服务沉淀形成较好的群众基

础。2023年成都市“15分钟社区
幸福生活圈”政策出台后，在社

区党委支持下，聚焦社区居民

需求，针对公共空间功能受限、

儿童社会化空间缺失等问题，

以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为切入

点，启动党群服务站改造工程。

首先社工进入社区，通过问

卷、访谈发现四大核心需求：公

共空间功能拓展、居民参与度

提升、儿童活动空间建设、公共

空间有效利用。其次，进行社区

内外的资源整合：建立“党建+
社工+社区”协作机制，联合学
校、医院、商企等多家单位，通

过社工服务项目与居民公益创

投募集资金，形成多方共建方

案。再次，进行社区自组织建

设：以空间建设为基点，组建公

共志愿服务队、空间辅助建设

队和爱心公益联盟三支社区自

组织。队伍成员涵盖党员、居民

骨干、物业等多方群体，并由社

工针对空间建设需求开展专项

培训，包含制度建立、资源筹

措、服务创新、文化培育、关系

重构、治理创新等多项内容。最

后，开展社区复合型空间建设，

保留原有党群服务元素，增设

儿童阅读区、亲子活动区等服

务功能区，实现政治功能与社

会功能的有机融合。通过“线

下+线上”两条路径巩固
复合空间发展，其一为打

造线下实体，包括“学思墙”“成

长相册”等文化符号，通过每周

6天开放、主题活动营造持续互
动场景。其二为打造线上矩阵，

包括建立专项微信群，并开发图

书借阅小程序，实现活动预约、

图书借阅数字化，并以市级媒体

和自媒体的方式宣传社区复合

空间活动，形成“活动-记录-传
播-再参与”的闭环。

空间互动院
家国情感推动居民参与

家的观念是中国最深层的

社会意识，不仅影响人们的言

行，也影响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

理。因此，动员社区居民参与不

能仅靠物质需求的满足，还要抓

住居民参与背后的行动逻辑与

情感意义。

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社区复

合空间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儿童

周末无人看管以及课后教育的

问题，还进一步促进了儿童的社

会化。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贯

彻落实，社区中儿童拥有更多自

由的时间去开展同辈社交、兴趣

探索、自然接触等一系列社会化

活动。社区空间不仅能够使儿童

在城市之中有处可去，能够保证

儿童的人身安全，并增强社区儿

童与同辈群体的交往与互动，提

升其人际交往能力，还能够在一

个较为文雅的环境之中培养爱

读书、读好书的学习习惯。对于

儿童来讲，社区空间不仅能够十

分便利的借阅书籍、浏览书籍，

还能够在此空间中参与社会工

作专业活动，并获得活动的小奖

品。社会工作者也有了固定的开

展活动的场所，能够保证社

会工作服务的顺利开展，并

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媒介，链

接各种社区资源，培育社区

自组织，并投入到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过程

当中。

借助社区公共空间，社

区居民之间产生了稳定、规律的

互动模式，以共商公共空间建

设、共同参与活动设计与开展、

儿童教养问题交流等不同主题

的互动过程中，社区居民之间的

接触机会大大增加，不断深入了

解彼此生活。社工为建设社区内

正式、非正式关系提供了良好的

互动平台，并在共建共治共享的

过程之中，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

驻点优势，以自身为起点，构建

起多中心的居民互动网络，在社

区多元主体中不断形成社区公

共生活记忆，推进社区集体意识

的形成与集体情感的凝结。

利用家庭养育出色孩子的行

动动力，社区居民更加愿意在有

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为儿童提

供教养机会与资源。而对党和国

家的归属感，也成为支持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重要力

量。因此，社工可以利用社区中的

儿童作为工作抓手，拉动儿童背

后的家庭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的

过程中，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挖

掘居民自身的情感动力，并利用

持续性的互动促进集体情感的积

累，从而实现社区中的关系再造，

进一步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

志愿服务过程当中。

关系再造院
集体情感促进邻里守望

在“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精

神的引导下，社工与社区自组织

共同开展主题活动二十余场，社

区公共文化空间日常开放服务

近两百场，辖区直接受益居民超

五百人，间接受益人次达两千

人。社区复合服务空间兼顾了社

区党政教育、社区志愿服务、儿

童教育与同辈交往、社区事务共

议与社区治理等多项服务功能。

“线上+线下”的集体互动与可视
化平台的成立，不仅能够向社区

居民即时性地展示各类活动照

片，确保参与了社区活动的居民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一步巩固

活动记忆，进一步激发活动中产

生的集体情感，还能让未参加活

动的社区居民也能够通过文字、

照片、视频等形式感受到活动中

的丰富情感，吸引、带动更多社

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活动之中。在

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社区居

民从“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享

有”的参与关系，逐渐发展为“远

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守望关系。

社区居民通过持续性的互

动，使得城市社区中的陌生感、

冷漠感被逐渐打破，社区居民之

间的熟悉感、亲切感逐渐建立，

促进了社区生命力的重建，在社

区内重新唤起了“守望相助”的

公共精神。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建

立和公共精神的重塑正是社区

治理当中的重要内容。社区生命

力的重建归根结底需要社区多

元主体的互动与参与，这不仅是

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的具体呈

现，还是社区居民在满足了自身

需求的基础上，对邻里守望相助

的具体表达。在社区互动中的邻

里关系再造，有利于在潜移默化

中唤醒“远亲不如近邻”的守望

相助的公共精神，而这种公共精

神的出现，能够进一步促进情感

性和精神性社区的建立，提升社

区的生命力。

实践展望院
因地制宜动员居民参与

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

务，需要综合发挥理性因素和情

感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继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人民主体

地位，并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新

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在

本文中，社会工作者利用社区复

合空间建设，立足传统家庭伦理

与基层治理要求，以儿童养育作

为服务抓手，并带动社区居民参

与到各项社区志愿服务当中，重

新构建了社区居民之间守望相

助的情感关系，充分发挥了社会

工作作为基层治理“润滑剂”作

用，提升了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

与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对具体

情境的调查与判断，抓住基层社

区急难愁盼的问题与人民切身

需求，并以此为出发点动员社区

居民参与社区生活，增强社区居

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创建城市

社区居民的共同回忆与共同情

感并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不断

促进个人积极情感向集体积极

情感转化，提供城市社区彼此相

互联系的公共场域，培育邻里之

间的情感。以“互惠互利，互帮互

助”的精神带动社区居民主动参

与到志愿服务当中。

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志愿

服务的实践过程中，社工也面临

着两类问题。第一是如何兼顾社

区居民的利益与情感的问题。在

动员社区居民的过程中，既要防

止过度追求个人利益或家庭利

益而导致忽视集体情感，又要避

免过于强调情感，使得私人关系

影响社区公平。在成都市 B社区
这样的城市社区之中，如果没有

前期的情感积累，空谈情感而不

顾利益与公平则是不切实际的，

社工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平

衡自组织中利益与情感之间的

关系，实现利益与情感之间的循

环转换。第二是如何处理社区各

类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能够

发现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角色差异，这就使得主体间有

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情感冲突

等等不利于组织团结的因素。所

以在日常的工作中，社工就要提

前深入到社区环境当中，首先要

建立自身与社区居民的信任关

系，并以自身为桥梁促进居民之

间的互动，及时处理主体间的矛

盾与冲突，要坚持在社区治理过

程中的“求同存异”精神，保证居

民在社区生活中的“主人身份”，

充分发挥群众智慧，缓解私人生

活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促进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工作应当不断健全适

应新时代要求，继续坚持以党建

引领为核心，政府为负责，人民

为主体的建设理念，通过对社区

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与判断，

抓住社区治理中急难愁盼的问

题与社区居民的切身需求，并以

此为出发点动员社区多元主体

参与社区生活与社区志愿服务，

增强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

与合作，将社区居民重新吸引到

社区生活之中。对公共生活的参

与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能够

进一步激发社区多元主体的主

人翁精神，真正将社区作为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家园，为中国特

色的志愿服务体系与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贡献专

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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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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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人有责尧人人尽责尧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遥 2024年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叶关于健全

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曳袁形成了野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冶的新时代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新局面遥同
年召开的中央社会工作会议袁提出要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冶野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减负冶并野扎实做
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冶遥 面对党中央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项要求袁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纷纷响应袁因地
制宜地采取各项服务以推进落实各项服务群众工作遥在四川省成都市 B社区袁社区党组织与社会工作
者在对社区居民进行需求调研之后袁创新性提出了野立足社区居民实际需求袁以情感带动居民参与志
愿服务袁促进邻里守望的情感生成冶的工作计划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动员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
具体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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