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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是社会治理最敏感的神经末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边界不断扩张，

这些“细胞”迅速膨胀。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

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原有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明显滞后。如何加快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改

革创新步伐，进一步减轻基层负担、释放基层活力，成为了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常州

不断致力于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持续推进社区减负增效。位于天宁区的青龙街道，在城市化的浪潮

中，从昔日的城乡结合区域华丽变身，成为辖区面积为 25平方公里、拥有 5.5万户籍人口的魅力新城，群

众对社区治理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和差异化。街道从自身实际出发，率先在横塘社区试点“大社区、全服

务”社区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社区减负增效的新路径。

政居分离，释放社区活力

在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中，政务居务混合“，万能”社区什么都做、什么都包，功能繁杂。“大社区、

全服务”试点改变传统社区的服务模式，致力于将政务和居务适度分离。一是事权分割。充分考虑横塘社

区所辖范围距离街道办事处较远的实际困难，设立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分站作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办理政务

（根据市级统一要求挂牌），采取“综合岗、一门式”服务模式，将民政、计生、劳动保障、住房保障、

残联等 7 项街道级业务下沉至中心，同步进行前台受理与后台处理，行政事务集中解决；在理顺社区职能

关系、剥离多重政务职能后，设立居务中心，将“走街串巷”服务百姓的事情交给居务中心的“小巷总理”

来办，为居民提供各种专业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二是场地分设。将便民服务中心设置在位于大社区中

心位置的金新御园小区，居民出门即可办事，居务中心设置在香溢紫郡小区的办公用房内，场地空间全面

提升。三是人员分工。成立政务组专门负责便民服务中心工作，其余社工配置至居务中心，有更加充裕的

时间深入网格，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政务和居务的分离，让大社区公共服务配置更加合理、

服务资源更加集中、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既让社区的行政事务得以更加顺畅和高效地开展，又“减去”了

社区的行政事务负担，“增加”了居民服务效能。

居务分层，聚焦百姓需求

社区居务琐碎繁杂、相互间交叉重复，如果不了解群众的需求，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

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横塘社区以居务中心为载体，着力聚焦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回

归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本质。建立社区需求导向机制，采用“菜单化”服务方式，通过居民提案、社区梳理、

居民议事会评议等流程，由居民自己来投票决定“民生微实事”，群众自主“点菜”把居民反映强烈、产

生较大影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优先摆上议程，精准“下单”、有所侧重、分类施策，有计划有步骤开

展社区服务。目前，已有物业管理、环境卫生等 10余项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从“听

命令做动作”向“听民意做服务”转变，你点我供、分层分类，大大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路径和领

域，提高了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度，社区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社工“组团”，引领多元主体

在政居分离的基础上，横塘社区把 18位社工划分为党群、宣传、活动、社治、政务等 5个专项工作组，



将职能相近、内容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专项工作组统一负责。社工由“单打独斗”式的点对点对接转

为“握指成拳”式的组团作战，各专项工作组之间各司其职、相互联动、优势互补，最大限度整合了社工

力量，提升了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同时，着眼于培育和发展社区更多治理主体，划分 10 个基础网格、2

个专属网格，将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政务、居务、文化、卫生、养老、警务等公共服务资源进行全面整合，

制定 13类 70项网格工作事项清单，由社工担任网格长，选聘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者、党员、机关退休人

员等有能力、有热情的居民担任网格员，对社区网格开展“全服务”。通过居民的自管自治、协商共治，

让社区层面的各个主体都成为社区治理的管理者、实施者、参与者，大大增加了社区治理的活力和效率。

同频共振，整合各方资源

横塘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依托社区合并的规模效应，打破各小区各自为政、自

我封闭的现状，突出党建引领作用，统筹整合社区内各党建工作资源，组建党建联盟、物业联盟、社创联

盟，以整体运作的形式，共抓治理难点、共议重大事项、共享信息资源，做到同频共振、联合发力。成立

街道级社区创新中心，通过购买服务、志愿活动等多种形式，引导专业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进入社区开展

服务，既能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又能为社区各类群体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优化配置公共服务

资源，将原有四个小区的配套用房进行统一规划调整，通过集中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居务中心、全要素服

务中心等多元中心，全面涵盖文化活动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功能。通过解决社区场

地碎片化问题，一改过去社区办公用房紧张的困境，避免了小型社区服务范围小、功能不全、重复建设的

缺陷。

“大社区、全服务”模式的试点，是基层社区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又一创新举措，

与现行的社区治理模式相比，主要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政居分离是核心与基础，分离带来了社区治理

权、责、利的重新划分，理顺了社区管理、政务服务、居民自治等多重职能关系，让社工更加聚焦主业，

社区工作走上了专业化、精细化的道路；第二，大社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高效的资源配置

有力支撑了社区服务的供给，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带来了社区各类主体多元融合、相互联动的高效运行模

式；第三，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合理的服务清单和准入机制既避免“大包大揽”，又避免“乱甩包

袱”，强有力和专业化的“第三方团队”注入了新的资源和动能，让社区工作能够轻装上阵“。大社区、

全服务”模式为社区减负增效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但要真正把社区减负增效工作落到实处殊为不易，

需要在社区这一最生动、最丰富的平台上，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社区减负增效新模式。

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社区作为基层的中心枢纽承接各项事务，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通过社区与居民

相连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不单单是社区的问题，更是需要上下合力破解。从认识上，应当摒弃“万能”

居委会的思维定式，应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厘清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区分各

类治理主体的功能边界，解决“社区做什么”的问题，把社区治理职责制度化法治化。

要改变各级部门以“条线到底”形式把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下沉到社区的状况，全面推行“一网

通办”“一站式”受理，将因为条线划分导致碎片化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归并整合。要科学制定社区工作

清单，属于委托社区协助职能部门完成的工作，明确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属于必须由职能部门依法办理的工作，社区不应承担。发挥好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建立以服务百姓为导向、

以居民满意度为主要标准的社区工作综合考核体系，纠正过度留痕、督查频繁等问题，简化程序性要求，

不看台账看实绩，不重形式重实效，使社区干部始终服务好群众需求。

要充分发挥好社工在社区服务和管理中的中坚力量，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社工薪酬保障制度，建



立完善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增强外界和自我对社区工作岗位的认同感。加快扶持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发展，

培育孵化有创新性、有潜力的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政策扶持等方式，引导和激励专业化社会

组织全面介入社区服务，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消化社区减下来的负担，实现“减负”与“增效”共同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