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内涵建设的思考 

——以浙江为例 

邵培樟 

特色小镇是浙江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现已成为全国的“浙江经验”，其侧重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的经济建设，因此，很多地方的特色小镇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特色小镇的经济建设功能，从而忽视了作为“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之重要抓手的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建设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建设思路缺乏专业性以及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亟需通过明确思路、探索模式、确定目标与举措等方式加强内涵建设。 

缘起与现状 

1.特色小镇源于浙江，现已成为全国的“浙江经验”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早在 2015 年 12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就作出过重要批示：“抓特色小镇、

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大有重要意义。浙江着眼供给侧培育小镇经济的思路，对做好新

常态下的经济工作也有启发。”时任浙江省省长，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指出，“在新常态下，浙江利用自

身的信息经济、块状经济、山水资源、历史人文等独特优势，加快创建一批特色小镇，这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

利于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力转换的现实难题，是浙江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可见，特色小镇是浙江在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现已成为全国的“浙江经验”。 

2.“社会建设”已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逐步加强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均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

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

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

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3.市、县（区）、含特色小镇在内的乡镇（街道）三级的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体系初步形成 

为了实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这一目标，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诸多旨

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与措施，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和海宁市委、市政府于 2016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

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全市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不少于 1200 家、备案

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不少于 2000 家，平均每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 20 家以上、依法登记的不少于 5 家，每个农村社区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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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以上、依法登记的不少于 3 家，实现镇（街道）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全覆盖。可以说，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

机遇期已经到来。迄今为止，浙江省已形成了市、县（区）、含特色小镇在内的乡镇（街道）三级的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

体系，而乡镇（街道）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则是数量最多，也是直接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需求与问题

的一级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 

存在的问题 

当下，浙江省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建设虽然有了党委、政府的政策指引、资金支持等有利条件，但特色

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建设仍然存在着如下问题： 

1.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特色小镇本为浙江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其侧重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因此，很

多特色小镇的领导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特色小镇的经济建设功能，从而忽视了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之

重要抓手的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工作。然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偏废。 

2.建设思路缺乏专业性 

社会组织在基层属新生事物，现有的含特色小镇在内的乡镇（街道）对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性质、功能定位、建

设模式与思路等缺乏专业性认识，从而导致现有的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建设呈现“草根性、趣缘性为主”、“空

壳化”或“僵尸型”、“同质化”等现象。 

3．专业人才缺乏 

据调研，现有的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仍以乡镇政府主导建设为主，其主管负责人往往是民政办主任兼任，

中心入驻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亦多为乡镇抑或社区干部为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相对缺乏。 

对策：思路、模式、目标与举措 

接下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是探索各地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内涵建设，以期打造全国特色小镇社会建

设之社会组织培育的“浙江模式”。笔者结合某高校社会工作系承接建设与运营的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2016年长安花卉特色农

业强镇已列入全省农业“一区一镇”首批创建名单）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之建设情况，对加强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

心内涵建设提出建议。 

1．思路：“顺大势，接地气”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但对基层而言，却是较为陌生的新生事物，目前很多乡镇（街道）或是村（社区）对为

什么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承担什么职能、发挥什么作用等基本问题缺乏认识，甚至存有误解，以致于很多乡镇（街

道）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一方面呈现“草根性、趣缘性社会组织为主”，更有甚者，“空壳化”或“僵尸型”现象普遍，

另一方面呈现“同质化”倾向明显（各社会组织培育或服务中心大同小异，特色不明显；入驻社会组织类型同质化）。因此，特

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举办者首先理清建设思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建设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以及培育什

么样的社会组织等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应遵循“顺大势，接地气”之建设思路，即一方面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和国

家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宗旨，要站在致力于培育能够为党和政府提供合格，甚至是优质的

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这一认识高度去建设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此所谓“顺大势”，顺大势，方可避免“草根性、趣缘性

为主”、“空壳化”或“僵尸型”等现象；另一方面，各特色小镇的社会、文化、传统、产业等各有特色，各特色小镇社会组织

培育（服务）中心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挖掘和培育具有各地特色的社会组织，以更有效地服务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和推动地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此所谓“接地气”，接地气，方可避免“同质化”倾向。 

2．模式：政校合作，专业支撑 

社会组织是“三社”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化、职业化是“三社”工作的发展趋势，浙江省现有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

江学院等十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为浙江省社会组织培育提供了非常好的智力支持。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地市下辖的

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应积极链接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资源，吸纳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入驻社会组织培育（服务）

中心，把专业理念、专业思维、专业知识、专业方法渗透到各培育中心的社会组织培育工作，以“专业性”改造“草根性、趣

缘性”，打造“政校合作，专业支撑”的浙江模式。 

3．目标：培育“有理念、有文化、有能力、有底线”四有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培育是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中心任务，但究竟培育出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

问题。根据国家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的背景及宗旨，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

应致力于培育“有理念、有文化、有能力、有底线”四有社会组织。 

（1）有理念，是指社会组织负责人及成员均应具有“以优质专业服务为党委、政府分忧，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宗旨和理念，而非通过注册社会组织从政府拿项目、拿钱。 

（2）有文化，是指社会组织的“非企业性”、“公益性”内在地要求社会组织应当彰显和弘扬“公益文化”，同时，社会组

织所依托和服务的领域各不同，因此，各社会组织还应当充分挖掘和培育各社会组织特有的社会组织文化，如浙江省海宁市长

安镇（高新区）的“修川越剧社”的越剧文化。 

（3）有能力，是指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应真正肩负起培育各入驻社会组织能力的使命，要通过系统的、有

计划的培育方案切实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而非仅仅是为入驻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 

（4）有底线，是指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培育的社会组织应坚守政治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若社会组

织没有底线意识，则不仅不能为党委、政府分忧，反而是为党委、政府添乱。 

4．举措：党建引领+理论提升+项目贯穿、“新师徒式”培育督导、举办社会组织沙龙或论坛基于上述思路、模式、目标，

加强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内涵建设的具体举措为： 

（1）党建引领+理论提升+项目贯穿。首先，在我国，党是领导一切的，社会组织培育当然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同时社会组

织培育涉及政府、社会、社区、个体等各利益相关方，甚至会有矛盾，唯有党能够统领和协调各方；其次，社会组织属于新生

事物，尤其是社会组织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对社会组织的宗旨与职能定位、服务能力要求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等

相对陌生，因此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学习。如由某高校社会工作系承接运营的浙江

省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采用“月学（夜学）”形式，分社会组织基础知识、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社会组织



风险（财务+法律）防范等专题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及骨干进行培训；最后，社会组织通过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的

培育和孵化，最终是要“出壳”并具备独立开展社会服务的能力，因此，培育期间，必须重视其实践能力的培育，而相对有效

的实践能力培育方式便是以公益创投项目为载体，全过程、全方位地培育和提升其社会服务能力。 

（2）“新师徒式”培育督导。师徒式是一种传统的培养与教育方式，具有以师傅为中心，徒弟对师傅有尊敬爱戴，并带有

绝对服从，同时学徒期间，利益分配以师傅为重心等特点。这种传统的培育模式并不适合社会组织培育。基于我省拥有较为丰

富的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资源，笔者建议我省特色小镇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依托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探索建立“新

师徒式”培育督导模式，即各培育中心引入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与各社会组织及各公益创投项目建立培育督导结对关系，一

方面可以充实各社会组织及公益创投项目实施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对公益创投项目的全过程参与、督导，

以提升项目服务质量与效果。 

（3）举办社会组织沙龙或论坛。依托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及市、县（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培育与

发展沙龙或论坛，为各地社会组织交流、解惑、成长搭建平台，并力争做成我省社会建设领域的品牌沙龙或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