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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11新闻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让社工专业毕业生找到“用武之地”
� �“如果不是社区治理体制创
新，我们 4 个学社工的研究生可
能不会相聚在这个年轻的‘大社
区’，更不会成为事业的伙伴。 ”
焦娜说。

2015 年，合肥市第二家街道
级别的社区———方兴社区挂牌
成立。 同年，安徽大学社会学系
硕士刘莉从另一个社区调过来。
她的两个研究生师妹焦娜、任胜
男通过统一招考， 成为她的同
事。 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社
工专业硕士徐菲也被上海一家
社会服务机构派驻到该社区。

如今，4 个小伙伴相继“挑起
了大梁”。 刘莉是社区服务中心
的社会事务部部长，90 后女孩焦
娜、任胜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成
长为居民区的党支部副书记，辖
区有 2 万多人。 作为“体制外”的
社工， 徐菲也成为项目组的骨
干。

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在基层
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 这种质疑
一直不绝于耳，不久前，南方一
所 985 大学停招社工专业本科
生，再度将这一话题推向舆论的
风口浪尖。

记者在合肥市包河区采访
时了解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促
使社区工作的重心由“行政管
理”向“社会服务”转变，亟须擅
长做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充实
到基层组织中。 此外，社区“两级
中心”的建设，必须依靠大量社
会组织承接服务，这为社工专业
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
记者在合肥调研社区和高校社
会学专业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本
科生、硕士生不再将就业局限在
报考公务员上， 他们扎根社区，
让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基层组织的新鲜血液

近年来，合肥包河区、滨湖
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项目
和人员快速集聚，多元化服务需

求日益旺盛。
在形势的倒逼下，包河区在

安徽省率先启动社区治理体制
改革，以新型“社区制”取代传统
“街居制”，变“区-街道-社区”三
级管理为“区-社区”两级，形成
“党委领导、 多元共治、 居政分
离、一社多居”的组织架构。

“社区坚持重心向下，突出扁
平精简高效。 ”据方兴社区党委书
记沈先财介绍， 作为政府在社区
实施服务和管理的执行机构，服
务中心推行“大部制”改革，下设 4
个工作部门和 8 个网格办， 较之
传统“街镇”，部门精简五分之四、
人员精简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方兴社区做实社
区共治理事会，全面推行“社区
共治、居政分离、居民自治”，将
居委会过去承担的行政职能和
社会管理任务完全剥除，让社区
回归居民自治属性。

“工作内容和方式发生重大
变化，这就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
沉到一线，服务和管理都要一竿
子插到底。 ”在沈先财看来，改革
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提出新的要求，“居委会的工作
不再是‘大妈们’都能包办的。 ”
机构精简之后，更需要补充“以
一当十”的新生力量。

据了解，包河区近年来引进
了 50 名社工专业的高校毕业
生， 目前有 8 人为硕士毕业，均
在社区工作。 在方兴社区，经过
一年多的历练，焦娜、任胜男的
专业能力得以凸显，社区党委大
胆启用年轻干部，把她们分别派
到两个新建的大型居民区，担任
党支部副书记。 如果按以往的体
制， 她们至少要入职 10 年后才
能担当这个角色。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接
社会组织搞好服务，同时推动居
民自治， 过去学的社会工作方
法，现在都能派上用场。 ”任胜男
来到蓝山小区之后，立马参与策
划了“幸福邻声”活动，牵头社会

组织、物业等相关方组成“幸福
邻声”邻里关爱团，通过亲情问
候、敲门拜访、指尖微公益等方
式， 帮助社区居民重拾邻里亲
情。 此举旨在破解“社区冷漠
症”， 引导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居
民自治、邻里交往，增强邻里间
的心理认同。

参与建设社区“两级中心”

据包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香贤介绍，2016 年起， 包河区
开始推行城市规划建设与社区
治理服务一体化模式，以构建社
区“15 分钟”综合服务圈为目标，
按照 1500 米与 500 米的服务半
径建设社区“两级中心”———“社
区中心”与“睦邻中心”，分别规
划占地 85 亩、30 亩，实现社区办
公、娱乐休闲、公共卫生、老年福
利、群众体育、文化教育等八大
服务功能。

为此，该区探索实行“两个
90 模式”， 按照片区规划范围内
住宅类项目每平方米提取“两个
90 元”的办法，即中小学建设费
用 90 元、 社区管理服务用房和
幼儿园建设费用 90 元， 作为社
区“两级中心”建设经费，不足部
分由区财政统筹解决。

有了完善的硬件平台，一批
安徽省内外的社会组织开始涌
向包河区，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徐菲所在的上海“屋里厢”社会
服务机构承接了康园睦邻生活
馆的托管工作。 她和项目组成员
一道，立足这个回迁小区居民的
实际需求，以“睦邻节”为主题，
发动居民开展志愿服务、跳蚤市
场、家政服务等系列活动，在公
益服务的过程中发掘居民骨干，
引导回迁居民逐步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

“凡是社会能办的，尽量通
过政府采购、 服务外包等方式，
交由社会组织承办。 社区只负责
制定规则，搭建平台，协调关系，

加强考核，让专业力量去做好专
业事情。 ”据李香贤介绍，不久
前，方兴社区与一家慈善基金会
合作，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了安徽
省首个以 PPP 模式组建的居民
自治专项基金。

在徐菲看来， 通过这种模
式，政府和基金会筹钱，社会组
织、居民进行项目申报，再由居
民、出资方、专家等共同组成评
委会评审。“钱怎么花，由居民说
了算，社会组织的工作效率大大
提升。 ”

扎根社区大有可为

“社工专业人才，过去大家
可能还不太重视 ， 现在都在
‘抢’，因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就能
带动整个面上的工作。 ”沈先财
说，现在社区工作人员都在忙着
为转型“充电学习”，自己也带头
报考了“社会工作师”，并且已经
通过了两门考试。

暑假刚至，安徽大学社会与
政治学院的 20 名学生就来到该
校与方兴社区共建的基地实习，
在沈先财看来，这是社区储备人

才的最佳契机，“希望他们能够
在社区得到锻炼， 爱上社会工
作，更希望他们能留下来。 ”

“社会工作是典型的应用型
专业， 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中，该专业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
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社工专业
的学生接受过系统的专门训练，
掌握丰富细腻的专业技巧与方
法。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教授吴宗友认为，“社会工作”连
续 3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专门论
述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这足以证明社会工
作的重要性，社工人才也将大有
可为。

让吴宗友感到欣慰的是，他
参加合肥市公益项目评审时发
现， 随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政策
扶持力度加大， 不少非社会学专
业的毕业生，出于对社工的热爱，
自学社工专业知识， 进入社会组
织工作。“相当一部分人还走上了
创业之路，创办社会机构，为社会
工作的本土化及职业化， 贡献青
春和聪明才智。 ”他说。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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