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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益慈善发展的推动因素和未来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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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社区公益 ：作为公益慈
善事业的重要版图

社区公益慈善在过往其实
是一直不被政府和公益慈善界
领域所看重的，因此也并未真正
将其纳入公益慈善发展的关键
议题，社区公益受到冷落和被边
缘化是过往的一种现象。 但是，
近年来社区公益开始受到关注
并逐渐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重
要版图，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
续冲击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转型
均有紧密关联。

（一 ）新冠肺炎疫情催促了
社区公益慈善浮出水面

新冠肺炎疫情让两类职业
人群涌现在普通大众的面前，被
深度地看见和获得更多认可，甚
至在更高层面上受到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那就是医务人员
和城乡社被公众看见，也就使得
最基层的“社区“被看见。 在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居民之间的自
助互助防疫活动变成了大家的
一种自救和互助运动。 在社区防
疫工作中，公益话题和互助话题
被慢慢地放到桌面上，走到公益
慈善的舞台中央，尤其是针对疫
情下的困境老人、残障人士和儿
童服务方面，这也是我国民生问
题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在疫情下
显得更加突出。

疫情之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和社会服务需求是比较容易被忽
略的，比如空巢、高龄老人，因年
龄较大、行动不便、患有慢性病等
需要定期去医院， 以及生活用品
采购和入户陪伴， 但这也让社区

公益的话题不断地被看见， 不断
被每一个人意识到。 公益慈善不
是说多么宏大的一个活动， 它包
括了每个居民作为主体在社区
里、 邻里间开展的互助活动和志
愿公益行动。社区民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寻
不是从政府或者基层工作者的管
控中获得的， 而是在以社区为平
台的互助行为和有温度的民生服
务中感知的。

新冠肺炎疫情把社区公益
这一发展议题从被边缘化逐渐
推向舞台中央，从隐性存在到显
性可见的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人
群服务，它还涉及到社区公益的
各类话题，住在社区里的居民都
应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很
多社区治理议题也都跟其相关，
比如社区公共环境治理和小区
停车， 都会涉及到公共议题、包
含公益元素。 社区公益作为社区
发展的软性建设，与社区硬件更
新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它是增
强百姓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的重要路径。 进入新时代后，以
社区为本的服务需求是呈现爆
发式增长之势的，同样会出现越
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基
层党政部门、基层社区工作者和
社区公益组织共同推动社区公
益进一步发展。 不管是国家治理
角度还是基层治理角度，社区公
益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议题。

（二）公益慈善政策法规和政
府购买服务不断强化社区视角

2016 年我国正式实施的慈
善法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和推

动社区层面的公益慈善及志愿
服务，2017 年民政部颁布实施了
《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的意见》这一专项政策，着力
发展包括登记注册和基层备案
在内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这为
社区公益提供了组织化的载体。
无论是从立法角度还是从政策
制度来看，推动社区公益慈善都
是有依据的，但是这些内容往往
被忽略了。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和政府
购买公益服务在很多地方发展
了多年，但社区层面的公益慈善
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比如北京市
2009 年前后就开始了较大规模
的政府购买公益服务，但是持续
几年后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在过
往社会组织承接的市级或区级
的项目由于多方面原因持续性
显得很不足。 社区公益急需被纳
入到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之中，
更要成为公益慈善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呼吁更多政府部门和
公益慈善行业看见、参与并支持
到社区公益发展中。 政府和公益
组织需要对社区公益给予更多
的关注、思考和行动。

要让公益慈善走进寻常百
姓家，则需要不断支持专业社会
组织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只有下
沉到最基层的街道、乡镇和城乡
社区以及最有需要的地方，公益
慈善才会被深度地看见和被公
众更深入地感知。 在这一方面，
也有不少地方做了有价值的实
践探索， 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在
2015 年前后，由当时的朝阳区社
会工委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创
设了“社区创享计划”，逐步引导
公益组织向城乡社区下沉，并依
托这个专项计划不断地挖掘社
区公益达人和社区公益组织，在
专业公益组织的陪伴之下，从发
现社区公益议题到在不断赋能
基础上形成小微公益项目，并动
员更多社区居民参与到项目落
地实施之中，推动了社区内外公
益行动的升级发展。 再之后，这
一操作方法被很多地方借鉴，以
社区小微公益项目大赛为主要

形式推动的社区公益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

二 、迈向未来 ：社区公益发
展的推进策略

社区公益在中国有着有一定
的社会基础， 但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却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主要体
现在现代性社区公益起步晚、制
度支持乏力、 多元主体参与度和
合作度较低等。 这就需要引入更
多的专业人才和公益组织提供有
温度的公益服务和具有整体性的
社区治理方案， 同时充分挖掘和
培育社区志愿者和慈善资源。

（一 ）加快制定社区公益发
展的系列顶层制度

要推动社区公益发展，需要
首先加紧社区公益事业发展的
相关顶层制度设计。 如前文所提
到的，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难题
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
且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特点，但是
目前得到回应还比较少且不够
充分。 因此，我们需要将社区公
益放置在基层社会治理和现代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位置，
有必要在顶层设计层面进行专
项的制度设计，为社区公益发展
提供空间、环境和氛围。 同时，我
们也呼吁基层党政部门把更多
的资源投向社区公益，也希望更
多服务性公益组织带入社会化
资源来支持社区公益发展，以社
区为本地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和
人群服务需求满足。

（二 ）聚合多方力量共同推
动社区公益发展

在顶层制度设计的基础上，
社区公益发展特别需要多元主
体的参与和合作。 单一主体难以
有效解决当前相对复杂的社区
公益议题，需要推动社区公益上
升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景
象中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各
自优势，在各归其位、各负其责、
各显其能的基础上实现联动协
作，并实现各获所需和整体发展
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有深度、
实质性的联动协作机制是非常
重要的，但其实不易实现，需要
每个主体持有开放精神，在相互

接纳、互相包容和相互拥抱中共
同推动社区公益的不断发展。 具
体来说，党和政府应给公益组织
参与社区发展或者社区公益提
供更多参与空间和支持举措，社
区居委会应学会接纳公益组织
和培育社区支援力量，公益组织
则需要放下身段并扑向基层推
动公益服务落地社区。 另外，多
元主体参与可聚力于培育社区
内生性公益力量，培育社区居民
的公共精神，构建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公益的平台和载体。

（三 ）社区公益的长远发展
需要更多中青年人的深入参与

老年人是当前参加社区公
益的主体力量，这个现象在全国
十分普遍， 需要得到关注和改
变。 换句话说，社区公益发展特
别需要中青年力量参与，这才是
可持续发展之道。 那么怎么能够
吸引中青年力量来参与社区公
益呢？ 笔者觉得可从以下几个行
动策略加以尝试。 一方面，利用
群团组织建立起来的社区儿童
服务平台， 从对儿童服务入手，
与中青年群体和家庭产生互动、
建立关系并慢慢转变为对社区
公益的关注和参与社区公益议
题；另一方面，依托在职党员到
社区报到的重要契机，与中青年
群体紧密互动，挖掘骨干力量并
将中青年党员带动起来，发挥其
专长优势，引导其参与社区公益
和社区公共事务； 再一方面，社
区层面还需要搭建更多面向中
青年人的平台载体和培育发展
更多的中青年社群，比如“社区
妈妈团”（即社区年青妈妈们自
发组建的育儿经验交流互助组
织），引导鼓励其互帮互助，并逐
步引导其从关注自身议题逐渐
转向社区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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