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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民政部培训中心培训师、
通运街道紫荆雅园社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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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和共同
的治理理念 ， 在通运街道党工
委 、办事处的支持下 ，紫荆雅园
社区“两委 ”与北京通合行业建
设参事服务中心合作推动社区
自治共治的实践探索，重点从培
训赋能、 小微项目支持计划、线
上平台建设和自治共治体系搭
建等多维度切入，较快地形成了
实践探索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方
法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 、 开展形式多样的赋能
营，助推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
视野开拓和能力提升

赋能培力是社区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以及自治
共治有效推展的前提和基础。赋
能营将社区自治实地参学、社区
自治典型案例分享、小微项目设
计与管理辅导等相结合，再加上
街道层面的优才计划和定期培
训，大大开阔了社区工作者的视
野，不断优化社区工作者的治理
理念、 治理思维和治理能力，取
得了很不错的具体成效。

一是借助参访学习东城区
交道口街道社区公共空间及其
运营和维护，增强了社区工作者
对于空间挖掘和不断赋能的意
识和能力。在地社区居民骨干的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
的实践案例分享，使得紫荆雅园
的社区工作者得到了不少启发
并在社区小微项目中得以实践。
比如借鉴共享工具箱的理念和

想法 ，推出 “田大妈杂货铺 ”，让
废旧物品再利用并为居民们提
供便利服务。

二 是 通 过 具 体 的 行 动 实
践 ， 将项目化的思维方式和便
捷化的运作方式更深入地带入
社区工作和自治共治中 ， 每个
小微行动计划都有相应社区工
作者的陪伴支持 ， 这样就同步
实现了社区工作者 、 居民骨干
（含楼门长 ）、 公益行动和社区
组织的四重赋能目标 ， 再加上
社区 “两委 ”定期为居民骨干 、
楼门长开展的团建拓展 、 法律
法规学习等系列支持 。 这些陪
伴支持让社区有心人更有力量
地 参与 了 社 区建 设 和 楼 门 治
理 ， 也更好地带动了社区社会
组织和居民们的参与热情。

三是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知
识和方法的日积月累式常态化
增能和学习，促使紫荆雅园的社
区工作者 （尤其是优才计划成
员）深化了对社工理念的内化外
化和专业方法的应用尝试，让他
们更善于用专业方法和创新手
段解决问题。

二、开展小微公益行动扶持
计划，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和营造
社区参与整体氛围

居民和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需要拓展更多的机会 、渠道 、平
台和载体 ， 基于此便可以不断
产生系列化学反应 ， 不断提升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感和积极

性， 促使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整
体氛围的积极转变 。 社区治理
服务中使用小微公益行动计划
的方式激发了社区居民 、 各个
楼门的参与积极性 ， 不仅为居
民 参 与 社区 建 设 开 辟 了 新 渠
道 ， 而且提供了具体实在的资
金支持和小微创意 ， 积极推动
微治理带来的大改变。

一是协助各楼门、 各队伍实
现了从实际问题和需求 （由社区
居民骨干发掘形成的第一批需求
清单及其对应的项目清单） 出发
而形成的小微公益梦想， 引发和
培育参与者的社区公共精神和责
任担当， 激发社区居民自我服务
和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 这也切
实解决了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中
的具体问题和需求， 比如垃圾分
类宣导、红色教育传承、社区文明
停车、留京人员京味年、楼门台阶
改造、旧物新生杂货铺等。 这不仅
仅扩展了居民参与的渠道， 更为
社区建设增添了色彩， 增多了社
区建设的温暖故事。

二是 “小微行动支持计划”
让更多社区居民 （包括社区儿
童 ）参与进来 ，实现了社区居民
身份的转变（从问题提出者到方
案设计者再到行动者）， 并在更
大程度上让居民感受到参与感、
获得感 、归属感 ，同时也给各楼
门、各队伍建立一种积极的竞争
氛围，也就是争先不服输的竞争
氛围”。 这一反馈也体现了项目
化运作方式内在机理的一种外
部显现。

三是在每一个小微公益行
动的设计 、实施过程中 ，都有专

业力量的支持和社区工作者的
陪伴，创意引发、方案优化、实施
跟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社区工
作者的赋能能力和居民骨干、社
区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实现依
托具体事务的“育人”目标。

三、助力楼门自治队伍和社
区自组织再发展，提升社区自我
服务和自我管理水平

楼门自治是紫荆雅园社区
的一大特色和品牌。楼门自治队
伍和社区社会组织一直是紫荆
雅园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重
要抓手，楼门长们、社区社会组
织成员们在楼门治理和社区建
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紫荆雅园社区共有 15 支备
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均在不同程
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 疫情期
间，更多社区居民看到了社区居
委会的辛苦工作，并参与到具体
行动中，已形成一支由 200 余人
组成的紫荆雅园抗疫志愿服务
队，可根据需要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由退役军人构成的“初心”志
愿服务队，在向孩子们传承红色
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楼门自治是紫荆雅园社区
的一大工作亮点，楼门长队伍在
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
支队伍涌现出了一批社区自治
能手和楼门大管家，他们在楼门
自治 、楼门文化建设 、邻里互助
等诸多方面彰显了强大的社区
内生力量。

四 、开发 “紫月 HUI 享 ”微
信小程序，汇集共建单位资源并
用其所长回应社区需求

智慧化社区建设是信息相

对发达时代的新议题。依托社区
微信号平台， 借鉴已有经验，开
发出了能够简化和便捷化居民
社区参与的微信小程序 “紫月
HUI 享 ”，让居民每一个具体的
参与行为都能够被电子化地记
录和续存 ，引导楼门长 、社区志
愿者等以更加便捷化的方式参
与楼院“自我管理”，实现了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的信
息化管理。 与此同时，该小程序
还承载着各项清单和资源平台
的信息化呈现功能，目前线上已
存入紫荆雅园 10 余支社区社会
组织和近 10 家辖区单位的基本
信息，可供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
居民随时查阅。

联动整合辖区内外各类社
会单位资源并带动其参与了社
区建设是紫荆雅园社区的另一
亮点。比如与中西医结合医院和
京通医院合作，共同建设社区健
康小屋 ，并形成每周二 、三的持
续稳定服务，使得社区居民更加
便利化地享有健康服务，真正地
打造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健康
社区。再有与华夏银行等辖区单
位合作为社区儿童举办小小银
行家活动，联合华联与企业商户
开展包饺子活动并慰问社区困
难老人，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进
行不断赋能，增强其沟通能力和
群众工作能力，一定程度上缓和
了物业与居民间的关系，促成了
物业公司从早期的不配合到积
极参与社区活动。这一系列的具
体举措大大地促进了各类辖区
单位与社区两委的积极互动，进
一步促进了合区商居融合。

紫荆雅园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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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社区治理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挑战。一方面，基层社区被各种行政事务所缠绕，无法抽

取更多的时间精力回应各类社区治理和服务议题；另一方面，社区治理和服务需求呈现出

愈来愈复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三大特点，且居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意识越来越强、途径越来越多，这

使得社区治理困境重重。要寻求破解办法则须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尤其专业力量的深入参与。/文

8 月 27 日， 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
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该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项目，即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支持国际组织、社会组织、智
库等实施的项目。这是中国政府
在对外援助文件中首次将社会
组织写入其中。

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在民政
领域得到政府大规模采购之后
面临的一次新的战略机遇。尽管
除了民政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也
在向社会组织开放资源，但这次
的援外财政资源的开放有着多
重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的援助
系统开始与世界接轨。 OECD-
DAC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
展援助委员会）所有的成员都将
援助资金向民间组织开放 。 此
外，南方援助国也向民间组织开

放。民间组织参与到对外援助是
国际共识。中国政府的最新决定
体现了与国际共识接轨的意愿。

其次 ， 社会组织被纳入到
援外体系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政
治 上和专 业 上认 可 了 社 会 组
织 。 从 2005 年以来 ，中国社会
组织不断响应国外人道主义事
件 ， 在参与中不断提升国际业
务的开展能力。 此外，中国社会
组织通过援外体系的支持 ，将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
国际化 。 特别是中国社会组织
通过面向国内公众开展的国际
志愿服务和国际筹款 ， 将直接
或间接地把中国民众与发展中
国家民众链接在一起 ， 促进彼
此之间的民意互联。

社会组织进入到中国的援
外体系 ， 将会带来一系列新趋
势。 第一，社会组织拥有了援外

的法律身份，将会鼓励更多社会
组织开拓海外工作。中国未来将
会出现一批国际性的社会组织。
第二，提升了国际性社会组织在
国内的合法性。政府主导的社会
组织制度环境决定了社会组织
需要获得政府一定程度的认可
与授权。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对外
援助呈现出了政府的肯定与授
权，这将为社会组织走出去提供
良好的政策合法性和社会合法
性。 第三，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
借此面向公众、企业和高校开展
多种多样的发展教育，促进不同
群体对社会组织海外工作的认
可度和支持度。

基于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
助的新趋势 ，中国的第三部门
需 要 开 展 以 下 共 同 行 动 ： 第
一 ，依托诸如中国民间组织国
际交流促进会 、中国慈善联合

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 、中国基金会 论 坛 、中 国
（深圳 ） 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
建设与交流平台等行业平台 ，
以 及 相关 的 高 校 学 术 机 构 开
展 内 部能 力 建 设 与 外 部 多 方
倡导工作 。 当前 ，从内部视角
来看 ，缺乏国际化人才是制约
中 国社 会组 织 开 展 海 外 工 作
的首要瓶颈 。 第二 ，要依托走

出去 的 先 锋组 织 带 动 更 多 社
会组 织 开 展层 次 多 样 的 海 外
公益实践 ，产生更大范围内的
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

总体而言 ， 中国社会组织
参与到对外援助体系将会产生
深远影响 ， 这一影响不仅仅是
在公益领域 ， 也将对中国社会
领域的意识进步产生不可估量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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