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再上新台阶———

五社联动，同心共赴“和美”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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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基层治理“朋友圈”

“五社联动”，是以社区为主

导、社会组织为枢纽、社会工作

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

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联动机

制。“这是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

保障的重要举措。”省人大代表、

徐州市城市管理运行中心指挥

长张盼盼注意到，基层治理越来

越需要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她建议，将辖区优质力量

引进来、分散资源联起来、居民

力量聚起来，让居民参与社区乃

至城市管理中，扩大基层治理

“朋友圈”，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当

好“社区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

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

标，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温度

和深度。

“五社”之间不是孤立的，要

形成“1+1+1+1+1>5”的合力。省
人大代表，苏州市公安局情报指

挥中心主任、四级高级警长陈沁

浩建议采取多种激励方式，比如

社区可以设立志愿服务专项奖

励资金，引导居民参与义务巡

逻、环境保护、帮扶老人等志愿

服务，提升居民的责任意识，提

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和能力水平。

2023年，淮安市清江浦区和
五个街道入选江苏省“五社联

动”试点单位名单。省人大代表、

淮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陈张介

绍，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困境儿

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淮安不

断融合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

区治理等业务，推动专业社工服

务向社区延伸。盱眙县盱城街道

探索建立“睦邻议事坊”，社区居

民协商、听证、评议，依法有序处

理村里的热点、难点问题，变“为

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近三年

来，淮安市不断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力度，投入 600 余万元，引入
10 家社会组织面向社区特殊困
难群体提供服务；累计投入近 3
亿元，提升改造城乡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 100 余个；打造“情暖童
心”等一批特色志愿服务品牌。

优先服务“一老一小”

“老人突然跌倒怎么办，睡

觉时出现生命危机怎么办，需要

呼救时无法打电话怎么办……

我们带着疑问，不断尝试找寻突

破口。”省人大代表，南京市建邺

区南苑街道庐山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车卫玲观察到，不少

原打算用来守护老人安全的设

备和办法难以产生实质效果。例

如很多地方都在使用“一键

SOS”等智慧系统，但老人面临极
端情况时，往往“看得见按钮但

按不到”；不少老人不习惯智能

穿戴设备，或者担心暴露隐私而

拒绝使用摄像头类监测设备。

车卫玲建议，加强老年人生

命监测信息化。2021年起，南苑
街道试行为特殊老人安装智能

居家安全监测设备，但并不完全

依赖智能系统，而是结合社区人

工监测，将数据信号接入社区调

度室，联动实现前端发现、云上

调度、线下处置，探索构建老年

人生命监测“365 云守护”体系。
在此基础上，社区打造线下调度

室，实现一屏调度、一户一档。日

间，以社区微网格员和社会组织

专员为主要力量，联合党员楼栋

长、邻里“老伙伴”等，在老人遇

到特殊情况时做到 15分钟内上
门应对；夜间，以社会组织专员

和物业值班人员为主要力量，24
小时不间断守护老人安全。在她

看来，完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与云守护技防系统的融

合衔接机制，可以提高关爱老人

工作质效。

在省人大代表，盐城东山精

密产业园党委书记、管委会主席

计亚春所在园区内，有不少双职

工家庭，接送孩子的担子普遍落

到家中老人肩上。他认为，农村留

守儿童较多，爷爷奶奶无力接送，

容易滋生私车当校车、面包车当

校车现象，其间存在安全隐患。

为消除家长忧虑、减轻其负

担，也为了缓解道路交通拥堵、

防范意外伤害，计亚春建议，以

村或社区为单位，整合爱心企

业、社会组织、社工组织和居民

力量，推进“社会组织载体型”

“社区志愿者助力型”“社会慈善

资源撬动型”等联动模式，满足

居民群众“放心上学路”等需求。

凝聚合力振兴乡村

“建设幸福家园，光靠村干

部还不够。”省人大代表，丹阳市

珥陵镇珥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周忠阳扎根乡村多年，深感

发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

性。围绕基层精细化治理，他立

足珥城村实际，推行“微网格”模

式，将原来珥城村六大网格细分

为 35个微网格，整合村组干部、
党员骨干、乡贤“五老”力量，组

建被称为“活地图、活档案、活户

籍”的“三活”网格员队伍，定期

走访群众、主动关注特殊困难群

体，从源头疏解群众心结、化解

风险矛盾。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之后还

要维护好。周忠阳想办法调动村

民参与维护村容村貌的积极性。

按照村、村民小组、村民 7∶2∶1出
资比例，村里的菜地篱笆围栏、

门前道路等由村民负责维护。村

里还出台积分管理制度，强化村

民“主人翁”意识，共同维护村庄

环境。

省人大代表，沛县大屯街道

安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宁道龙的家乡是个“百年渔

村”，如今已蝶变为乡村旅游“打

卡地”。村里画有彩色标线的柏

油路上，常有骑着单车的“驴友”

疾行而过。一到节假日，村民策

划组织戏剧票友演唱会、唢呐吹

奏、渔村庙会等颇具地域特色的

文化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调动村民积极性，让他们参与

到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宁

道龙说。

今年初，珥陵镇乡愁记忆与

草根创业街区投入使用，有 118
个固定摊位、近 200 个流动摊
位，不少村民“变身”摊主，逢

“五”逢“十”摆集市。“现在村民

干得热火朝天，一心想着丰富集

市商品、扩大旅游影响力。村委

会则做好服务，当村民的坚强后

盾。”周忠阳说，初步估算，今年

珥城村集体收入有望突破 200
万元。 （据《新华日报》）

近年来，安徽省宣城市建立

健全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政策，强

化激励保障，深化培育培训，搭

建发展平台，创新工作体制，逐

步提升基层工作人员专业化、职

业化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和基

层治理创新提供动力。

强化社工激励保障。2022年
出台《宣城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

的实施意见》，对新取得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证书者设置一次性

奖励制度，市直单位及在市民政

局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工作人

员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

书者按初级 1000元、中级 2000
元、高级 3000元给予一次性奖
励。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旌

德县均建立了一次性奖励制度，

宣州区、郎溪县、宁国市、泾县分

别对在城市社区工作、村工作的

社区工作者并取得社会工作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建立社会工

作者职业津补贴制度，各地职业

津贴每月 100至 600元不等。目
前，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4216

人，其中持证社工 1346人。
建设社工服务平台。大力

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和村（社
区）社工室建设，全面推动社会

工作融入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大局。全市 101 乡镇
(街道 ) 全部成立社工站，18 个
村(社区)成立社工室。出台《宣
城市社会工作服务站管理办

法》，《关于加强民政领域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统筹整

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社工

站管理，锤炼社工专业本领。

2022 年以来，全市挖掘、培育省
级特色社工站 2 个、市级特色
社工站 15 个。
健全社工培训机制。积极对

接宣城开放大学，开展社会工作

学历教育、资格考试培训与实务

能力提升等社会工作人才“三项

工程”，多名村居干部积极报名

社会工作学历教育和资格考试

培训。积极联动多方资源，依托

宣城开放大学、安徽现代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合肥博爱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等抓好考前培训、实务

培训等。举办全市社工站能力提

升培训暨社工人才交流研讨会、

“强基赋能 筑梦宣城”2023 年
宣城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

提升培训班，市县两级累计开展

培训 14场，参训人员达 680余人
次。链接资源，积极组织全市 99
个社工站 108 名驻站社工参加
南京都市圈线上社工站专题研

修班学习，遴选 5名优秀一线驻
站社工参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培养“赋能计划”培训。

（据宣城市民政局）

安徽宣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

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今年江苏省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着力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推动“五社联动”机制

创新试点。“五社联动”，推动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再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