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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探索 

——以苏州太仓市沙溪镇为例 

张凯 张郃
1
 

【摘 要】：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必须优化重构

社区治理体系。农村社区的治理必须要从“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全民参与，全员动员的模式。以日本和台

湾地区社区案例情况对比分析中国社区治理。通过对国内外社区治理的分析，提出中国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新型治

理模式，对于规范和引导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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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的好坏既关乎国计民生，又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2009年 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治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社区治理建设。通过对

国内外社区治理的分析，提出中国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对于规范和引导我们当前你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建设有

着重要的意义。 

1 国内外社区营造的案例分析 

1.1日本古川町社区：一个从“臭水沟”到“日本故乡营造大奖”的文化社区 

1.1.1古川町社区的基本情况。 

日本古川町社区建于 1589年，地处日本关西崎埠县的一个小城镇，青山环绕，街区内木质构造的房屋排列整齐，贯穿城内

的濑户川溪水清澈，景色宜人。但是，几十年前，随着日本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失，传统的农村社区日渐萎缩，古川町

社区逐渐人心颓废。濑户川，这条贯穿古川町的溪流也变成了一条淤泥满沟、脏乱不堪的“臭水沟”。于是，当地居民为了改

善居住环境，在古川町町长的带领下，自发开展了一场“让社会更光明，让街道更美丽”的社区整治运动，让故乡回归山青水

绿、古色古香。 

1.1.2古川町的社区营造策略。 

古川町通过“五步走”，立足居民民生问题，解决居民燃眉之急，做到“人、文、地、产、景”的社区营造协调统一。 

(1）全员动员，全民参与。古川町的居民们自主自发的清理绕城中的濑户川，全员动手参与河道河床的淤泥、垃圾清理，

迈出了古川町重生的第一步。 

(2）投放国鱼锦鲤，自觉维护河道清洁。居民在清理后的濑户中投放了 3000多条锦鲤，享有“国鱼”之称的锦鲤在日本民

众心中是神圣的代表，寓意吉祥欢乐，另一方面因为锦鲤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居民们从自家门前做起，每日晨昏两次固定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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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中的淤泥杂质，增强了居民的环境维护的责任感与参与感。 

(3）沿河整治改造，美化河道周边环境。在清理河道淤泥，投放锦鲤后，濑户川周边的环境美化也就随之而来的顺理成章

了。 

(4）挖掘产业特色，复兴传统工艺。古川町被称为“木匠的故乡”。古川町居民们利用这个“木匠之乡”的特色，将他们

的房屋建造成特色飞驒工艺，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又具有整体性的建筑和文化特色。 

(5）文化凝聚，延续传统文化。运用当地“飞驼古川祭”重要节日的传统民俗，古川町举办特色“花车巡游”、“起太鼓”

等活动，吸引大量人员来游。一方面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维系了当地民俗文化；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古川町的人气、经济、

旅游等一系列的增长。 

1.2台湾省桃米社区：震后“社区理想国” 

1.2.1桃米社区的基本情况。 

1999年台湾 9.21地震后，桃米——这个台湾的传统农村社区，经济跌落，几近凋零，同时作为垃圾填埋场还获名“垃圾村”。

震后，这个“垃圾村”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帮助下，以生态先行为基准，逐步打造出传统产业的振兴和文化产业的创新的“社

区理想国”。 

1.2.2桃米社区的营造策略。 

在新文教基金会的组织下，桃米社区通过“生态先行、制度保障、特色产业”的三步走战略，打造震后理想家园。 

(1）凝聚人心，重塑村民家园意识。面对震后荒乱的村庄，新文教基金会首先凝聚了村民们重塑家园的强烈意识。以建设

“生态桃米村”为方向，不但重塑废墟上的家园，而且要重建一个大翻身的家园，同时发展当地农业主业。 

(2）政府主导，制度保障。面对灾后的重建，相关部门组织指导当地居民进行一系列培训，制定相关制度，以保障重建工

作顺利进行。 

(3）特色产业创新。在新文教基金会及相关组织的指导帮助下，桃米社区的居民开展了“纸教堂”“青蛙王国”等系列“生

态为体，产业为用”的特色产业，带动生态、经济、文化、旅游的多方面发展。 

2 苏州太仓市沙溪镇“政社互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社区营造的案例分析 

2.1苏州太仓市沙溪镇基本情况 

沙溪镇，隶属江苏省苏州太仓市，位处太仓中西部位置，是距离太仓市区约 13km 的一个小镇。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沙溪镇常住人口为 12.03万人，居太仓全市之首，2017年人口调查显示，沙溪镇拥有常住人口 144166人，人

口老龄化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的主要问题为老龄化人口的增长之快与老年服务产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社会的主

要养老模式以养老院养老和居家养老为主，沙溪镇为稳定在外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的信心，实施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

“政社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出发，形成以“政府主导、村（社区）为依托，家庭为主”的专业

化居家养老服务运营体系，有效的解决了农村社区基层群众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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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沙溪镇的具体措施 

2.2.1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沙溪镇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以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核心，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为辅助，分级管理，

精细化服务，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1）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1年的沙溪镇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属于居家养老服

务的提供方，负责镇区内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2）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沙溪镇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直接运转主体，其主要职责为协助镇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做好村民居家养老服务申请、受理、具体事项的安排等。 

(3）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除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居家养老服务外，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也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主要针对日间无人照料的老人，为他们提供日常照料、膳食供应、康复保健、文体

娱乐等日间托管服务。 

2.2.2完善居家养老运转模式。 

在“政社互动”模式下的沙溪镇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转流程为：政府主导、村级报送、镇级居家养老服务站上门评估调

研、审批合格后，由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对象、服务人员签订三方协议，然后按照协议提供服务、后续服务管理。 

(1）建立健全居家老人数据库，明确服务对象，提供精准服务。虽然近年来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逐渐完善，但是仍然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因此明确服务对象，提供精准服务是当前居家养老服务的重中之重。 

(2）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教育培训机制，培育专业化人才，构建专业养老服务团队。紧紧围绕镇政府、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主管部门的要求，探索形成镇、村、人三级联动机制。 

(3）根据摸底调研结果，精准提供“四助”服务。通过教育培训，根据调研摸底的结果，选派专业服务人才提供精准上门

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料服务、康复保健服务、文化健身娱乐服务、法律维权服务。 

3 国内外社区治理案例给我们农村社区治理的启示 

3.1坚持政府主导、重心下移、社区自治的微观治理新模式 

在党和国家基本大政方针导向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政府主导、重心下移、因地制宜、村民自治”的微观治理新模式，规

范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建立，实现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奋斗、自我成就的“四自”机制。让一些过去需要政府大

量投入人力、强力推动的项目，变成村民自发自愿做的事，同时也可以增强居民的融入感、自豪感和成就感。 

3.2激发群众内动力，强健村民自治力 

要强化政府引导作用，调动农民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力量，注重发动群众力量，坚持依靠群众，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让村民真正成为农村社区的主人，让农村社区基层治理持久化、成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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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顺应农村发展实践，创新农村教育培训 

应对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乡村“空心化”挑战，急需创新乡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农村教育培训力

度，完善乡村教育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培育体系，做好农村人才培养的财政支持、人事保障、就业扶贫等一些列联合

保障工作，确保培养出适应现代农村基层发展的乡土专业人才。 

3.4扩大社区建设投入，合理规范资金管理 

按照统筹安排、量入为出、厉行节约、专款专用、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合理规范农村社区资金管理。加大农村社

区交通道路、农田水利、体育文娱等基础设施投入，做好居民生活、农田灌溉引水、防洪抗旱等建设。加大农村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同时扩大农村社区居民体育文娱等建设，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逐渐实现农村社区治理智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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