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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探索 

王志纯 

广瑞路街道地处无锡市梁溪区的东北角，紧邻无锡中央车站，辖区内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老弱病残多，

公共设施破旧、经济基础薄弱、特殊群体聚集，是社会治理的“老大难”地区之一。近几年，广瑞路街道以建设服

务新市民、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特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突破口，以“有人员、有阵地、有经费、有资质、

有服务”为建设目标，引进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20家，孵化社区中老年特色文体团队30支，凝聚各类义工近2000人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探索成效 

1.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近两年，广瑞路街道以“三社”联动的方式创新推动社区精准帮扶模式，以

慈善爱心工场为阵地，借助10家扶残助困公益社会组织、200多家爱心企业、12名专业社工的力量，成功破解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的社区扶残助困辅助就业项目订单洽谈、产品销售、常态运转等方面的诸多难题，吸引120多名残疾人、低保户以及就业困难居

民（含待业妇女、重病恢复期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困难老人等）参与五大项目的辅助就业，每年吸纳各类公

益资金40万元，困难群体手工劳动增收可超过50万元，成为全国各地残联、民政系统争相效仿的先进模式，累计吸引全国各地

50多批次1500多名领导、专家前来考察调研，经验交流分享足迹遍布北京、江苏、河南、湖北、新疆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前不久还在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示范项目评选中夺得第一名。 

2.办成了许多过去一直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社区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广瑞路街道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生机活力，让很

多过去无法办成的事成为现实。一是大型文体活动届次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外援每年仅举办一次大型活动到如今30支社区特色

文体团队自编自演、自筹资金30余万每年主动承办文化艺术节、社区樱花节、中秋联欢会、金秋邻里节、新年音乐会、舞林大

会等届次化大型文体活动20余场，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居民对社会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社区团队化

精神养育水平。二是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过去“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如今在广瑞200多名“雷锋”组成的良子公益服务社

月月来、天天在，每年为全区10个社区7000多名老人集中服务128场，老人理发、磨刀、水电维修、爱心义诊等服务全部免费，

紧急情况随时求助随时上门。三是流动人口帮扶社会化。广瑞路街道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约占常住人口的40%，早在2004年，全

国最早的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新市民亲情理事会就在这里诞生。十多年来，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原有活动式服务

已经无法满足新市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2014年，广瑞路街道在广瑞一村社区成立了全市首个新市民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首批入驻8家社会组织，涉及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累计筹集公益资金超过100万，有效推动了流动人口帮扶的社会化、

常态化，弥补了新市民群体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新市民服务的社会组织先进典型。2018年，广瑞一村社区

还获得了国家流动人口融合示范社区等多个殊荣。 

二、存在问题 

1.“正规军”建设难度远大于“游击队”。尽管经过多次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的要求有所降低、程序有所优化，但对于不

了解操作程序、没有专业人员指导的“门外汉”来讲依然难度很大。正规注册登记手续繁琐、事多利少、屡屡受挫导致社会组

织负责人最终放弃登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公益组织活跃很多年都无法注册登记，只能按照过去“游

击队”的模式运转，在政治方向把控、持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参与等方面功能也大打折扣。 

2.缺人才缺经费成为普遍性难题。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及公益创投资金严重不足、社会公益资源对接严重不畅，导致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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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小而散，没人才、没经费，难成大器，难当大任，有项目疲于应付，没项目关门大吉。这与无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严重不匹配，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周边的苏州差距甚远。目前，政府有限的购买服务项目资金少、

要求高、审计严，资金只购买服务活动，不购买社会组织日常运转所需的人头经费、办公经费，最终导致社会组织养不起人、

办不起公，只能找一些兼职的义工帮忙搞活动，难以提供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服务。 

3.同质化服务难以引发社会共鸣。一些草根公益组织跟风情况严重，管理水平不高，创新意识不强，一味抄袭他人模式，

纷纷抢占社区服务资源，导致了同质化社区公益组织间的恶性竞争。 

三、对策思考 

1.坚持党建引领,走好群众路线。各级党委继续强化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指导。一要把握好正确方向，让社会组织少走弯路。

指导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没条件的应当配备党代表，耐心细致地帮助社会组织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社

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确立社会组织的发展定位和长远规划。二要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带领群众永远跟党走。社会组织大多由

志趣相投的人员组成，群众基础好，应当充分发挥其中党员骨干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更多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三要

凝聚好各方合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通过社会组织党组织凝心聚力，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攻坚克

难，创造性破解社会治理各个领域的“老大难”，真正体现社会组织的战斗力。 

2.坚持跟踪服务，扶上马送一程。各级政府可对筹建初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实施“保姆式”服务。一要高标准建设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市区要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街道社区要建设特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建立相应的运转经费保障机制，为公益

性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地、注册登记、年检审核、财务代管、税务办理、审计指导、人事代理、人才引进、资源链接、发展指

导等支持，为其发展解除后顾之忧。二要全方位增强社会组织造血功能。通过定期系统培训，积极指导社会组织通过成本化低

偿服务、创办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组织爱心捐赠、参与公益创投、公益众筹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尽可能维持社会

组织的收支平衡、良性运转。三要多层面组织公益资源对接洽谈会。通过举办供需洽谈会或建立网络供需对接平台的形式把有

经费做公益、有时间做公益、有能力做公益、有想法做公益、有需求做公益的人才、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聚集到

一起，实现公益资源有效链接、优势互为补充，真正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终形成社会各方共建共治共享良好

格局。 

3.坚持需求导向，激活一江春水。各级政府可考虑每年在统一平台、统一方式、统一时段统筹公布各部门需要社会组织承

接的服务方向、服务领域、服务事项，引导社会组织有的放矢、精准定位、科学发展。一要准确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需求，让项

目助力民生。目前，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公益创投项目大部分以活动和特殊群体帮扶为主，但对于基层社区独居老人安全、乱张

贴“牛皮癣”治理、背街小巷交通疏导、小区文明养犬、物业管理矛盾化解、社区垃圾分类等诸多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

大难”问题却极少涉及，直接导致社会组织不愿意啃这些事关民生的“硬骨头”。二要准确把握弱势群体服务需求，让服务贴

近民心。公益服务项目策划若一味追求创意新奇特、一味强调项目专业性，评审一味盯住活动台账和财务账目不放，最终会导

致实施者忽视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评估者忽视了服务对象最终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居民到底希望社会组织做什么项目、提供

什么服务、解决什么问题，服务项目到底有没有取得成效，都应当有一套科学的调查评估方法，不能闭门造车。三要准确把握

社会组织发展需求，让机制激发活力。尽管创办社会组织者的初衷不尽相同，有人为梦、有人为爱、有人为名、有人为利，但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都自愿为公益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各级政府应当尊重社会组织的合理诉求，坚持正面引导和正向激

励，用机制激发其的活力，帮助其圆公益梦，传递更多正能量，让其真正在“助人”过程中实现“自助”。 

（作者单位：无锡市梁溪区广瑞路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