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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从社区规划师到社区基金会，
社会组织创新赋能基层治理
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中的

一支重要力量。在不少
专家看来，其在社会性、专业性、
群众性、灵活性等方面拥有独特
优势 ， 利于社会诉求的有机整
合 、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 、政策
执行的有效评价。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
和人民城市理念的首提地，上海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社会组
织协商的制度化探索，着力构建
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
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社
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成为观察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最佳窗口。

日前，以“浦社精彩 引领发
展”为题的沪上社会组织媒体开
放日（浦东专场）活动举行。 深耕
基层治理 、为老服务 、乡村振兴
等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摆摊吆
喝 ”，亮出特色手作 、伴手礼 ，让
与会者更直观地了解其鲜活生
动的实践探索。 该活动由上海市
民政局指导，上海市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浦东新区民政局主办。

首家以“社区规划”为名的社
会组织，孵出 1000 余名规划师

活动现场，东明聚明心社区

规划与营造支持中心的摊位颇

为吸睛。各色卡通钥匙扣一字排

开，而设计灵感均来自其参与策

划的社区活动。

其中一款名为“小遛”的钥

匙圈，灵感就来自曾在奉贤区奉

浦街道举办的拾椅遛弯节。以

“拾椅”为关键字，该活动囊括了

百椅特色展览、生活圈建议征

集、公益活动和四条遛弯打卡线

路等，链接了校园、医院、社区、

城市等。

在负责人朱月月看来，社会

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最关键

的正是因地制宜，找到“关键媒

介”。以奉浦街道为例，该团队寻

觅到的媒介正是公共座椅。借由

座椅功能提升、内涵挖掘，使其

不仅成为休憩场所，更成为社交

活动、人际互动的发生地。

与之相似的是，该团队在

东明路街道举办的社区花园节

同样以花为媒，撬动社区自治

共治力量。不久前，东明公园内

上演的开场秀，从主持、舞台到

摄影、摊主，统统来自社区居

民。据初步统计，自 2022 年 10

月成立以来，该团队已累计为

39 个居民区培育出 1000 余名
社区规划师，充分撬动多元社

会力量参与。

朱月月认为，除在地社区规

划师的培养挖掘外，更难能可贵

的还是治理理念的转变。“刚进

社区时，部分居委会还秉持着传

统观念，认为第三方社会组织就

是‘施工队长’，应该‘包圆’所有

活动策划、组织。”可在她看来，

这一方式的弊端在于，一旦项目

结束或社会组织退出，那么后续

就很可能面临“无人维护”的窘

境，最终致使一切回归原点。而

如今，社区培育出在地自治力

量，即便社会组织适时退出，这

些团队也能实现

“自运转”。

年均百万筹
款额 ， 明星社区
基金会如何炼成

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9 日的洋泾社区公益基
金会，是上海首家由街道发起成

立并获得公募资格的社区基金

会。十余年过去，这一被视为率

先“吃螃蟹”的社区公益基金会

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截至

2023年，累计收入 1200余万元，
公益性支出金额超 1000 万元。
其中，目前年度动员公益善款金

额约 120万元，常规项目 24个、
专项基金 4个。
在最新出炉的《浦东慈善公

益事业发展报告（2023）》中，洋泾
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任艳萍生

动揭秘了社区公益基金会背后的

运转诀窍。与大多数街道面临的

情况类似，该基金会也没有找到

“龙头资助方”。这意味着，其需在

社区内动员更多小额捐赠。这无

疑增添了劝募的难度系数。

因此，基金会成立之前，该

团队曾耗时一年摸排社区需求，

立足主要矛盾，完成了洋泾社区

居民需求报告。正是基于全方位

的“需求体检报告”，因此在开展

“洋泾慈善公益联合捐”活动中，

该团队才能更精准地制作社区

公益项目彩蛋，为企业和居民团

队定制个性化公益服务，捐赠额

也逐年上升。

在任艳萍看来，想要持久地

激发居民筹款意愿，还需要更精

确完整地回答好三个问题———

钱花在哪里？花多少？怎么花？为

此，其探索了上海首个“居民区

参与式预算”实验项目。自项目

立项开始就让百姓参与进来。社

区居民就像打理家产一样，参与

预算制定。建立完善自下而上的

社区项目决策机制，更利于激发

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据《文汇报》）

近年来，夏邑县坚持以人

民安全为宗旨，突出“抓总、抓

重、抓要”“抓早、抓小、抓好”，

创新实施平安建设、信访稳定、

安全生产、环境耕地保护、疫情

防控“五治统筹”，全面加强基

层人防、物防、技防、数防“四防

融合”，制定出台了《夏邑县关

于“五治统筹”“四防融合”推进

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着力构建

“五治统筹”“四防融合”县域社

会治理体系，力争在社会治理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性进展。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县

域，难点在乡村，该县发挥科技

力量，构建人防、物防、技防、数

防等深度融合的防范手段，形成

县乡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

互依存、相互支撑，全方位管控，

打通县乡村治理“最后一米”，提

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根据行

政区划，该县划分成 2069个网

格，在地图上构建“五治统筹”

“四防融合”全县一张网，形成

“大网格、小网眼”精准化社会治

理综合网络。

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科技

的力量，夏邑县还与中国移动

（雄安）产业研究院合作开发了

“五治统筹”“四防融合”指挥平

台，结合人工智能、物联感知等

数字信息手段，下设平安建设、

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环境耕地

保护、疫情防控 5 大模块和 12
个业务系统，确保五项工作领域

突发重大问题时，快速启动扁平

化指挥体系，确保事态第一时间

控制、局面第一时间稳定。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

突出治理重心，该县立足防范重

大事件，突出县域治理重心。突

出“抓总、抓重、抓要”，确保重大

风险“发现在早、发现在小、处置

在好”。在平安建设、信访稳定、

安全生产、环境耕地保护、疫情

防控等五项工作中，治理重心在

防范重大交通、信访、安全生产

事件等，锚定重大安全风险防

范，紧盯全县重点工作、重点企

业、重要时节等，利用指挥中心

AI智能分析，及时提供安全隐患
情报信息，及时调度有关职能部

门，处置在未萌状态。

对于重点场所、重点人员，

夏邑县突出乡圈治理重心。依托

数字化监控、网格员、群众随手

拍、12345热线等手段加强管理，
确保风险隐患一点触网，多圈共

振，通过指挥中心统筹指挥，调

度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网

格员联动处置，实现风险安全可

控。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该县

突出村（社区）圈治理重心。立足

源头治理，排查化解村民矛盾纠

纷，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 2069
个网格下移，以网格管理推动基

层社会治理向末端延伸。

“五治统筹”“四防融合”县

域社会治理体系坚持以防范化

解风险隐患为着力点，增强社会

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深

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坚持网上网

下同心圆，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

力，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种手段

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在社会

治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

突破性进展，确保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安全生产固化在基

层、环境污染治理在基层、和谐

稳定创建在基层，全面提升了夏

邑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据《商丘日报》）

河南夏邑：

创新构建“五治统筹”“四防融合”社会治理模式

“我们在李仙庙村发现一处火点， 请你立即处理。 ”近
日，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 “五治统筹 四防融合 ”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向胡桥乡李仙庙村网格员李超发出指令。 收
到指令后，李超和同事一起迅速赶到事发地点，并成功化解了火
情隐患。 此时距离指挥中心发现火情还不到 10 分钟，实现了问
题的抓早抓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