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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安浦园社区治理进程

在左安浦园社区十余年的
发展历程中，有两个重要时间节
点，即 2009 年创设的 “情暖五色
土 ” 党建服务品牌和 2016 年创
立的 “公益认领 ”治理模式 。 因
此，我们可将其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
段：2006-2008 年，社区初创早期
阶段的居民动员和社区参与 ；
2009 年-2015 年 ，以 “情暖五色
土”为代表的成长期的居民参与
和社区社会组织初步发展；2016
年至今，“公益认领”模式下的正
处发展期的社区治理和社区社
会组织再发展。

其中 ，“情暖五色土 ” 是以
社区建设 、 社区服务和社区帮
扶为中心 ， 以社区党员志愿者
提供志愿服务为载体的社区公
益服务项目 ，具体包括 “红色课
堂 ” （社区 教 育 ）、 “绿 色 卫 士 ”
（绿色环保 ）、“粉色驿站 ”（居民
幸福 ）、“橙色使者 ”（邻里和谐 ）
和 “蓝色守护 ”（社区关爱 ）。 “社
区公益认领 ”治理模式 ，即社区
党委 、 居委会和服务站基于社
区 及 其 居 民 的 实 际 问 题 和 需
求 ， 使用党组织服务人民群众
经费和社区公益资金等相关费
用 ， 将社区问题或需求转化为
若干基本服务内容 （活动或项
目 ），在辖区范围内面向社区社
会组织 、 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

开放认领申请 ， 并采取项目化
方式进行运作管理的一种广泛
动员社区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
自治共治模式 。

“公益认领”模式实践经验

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负责
人和骨干成员的深度访谈发现，
左安浦园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
发展与其社区治理的整体行动
计划 （“情暖五色土 ”和 “公益认
领”）紧密相关，而这也赋予了该
社区进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的独特经验。 限于篇幅，本文
究其突出做法和可鉴经验进行
呈现和分析。

一是社区党委和居委会有
着十分清晰且具有战略性的社
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 推进路
径和发展方向 。 具体而言 ，就是
从最初的 “推销自己 ”（通过不
同方式让社区居民认识基层社
区组织 ）和建立需求评估机制 ，
到服务活动化 （以具体活动开
展社区服务 ），再到活动项目化
（以项目化方式整体推动社区
发展 ），再到项目组织化 （依托
项目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再到
组织公益化 （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向公益属性转型 ），最后到公
益社会化 。 从左安浦园社区的
具体实践来看 ， 截至目前的发
展过程很好地遵循了当初的整
体规划且已基本实现 ， 当然对
于社区而言的公益社会化还需

要继续深入探索 。
二是注重将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与社区整体工作及其各种
实际问题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
起 。 换句话说 ，左安浦园的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纳入到了社
区工作的重要内容 ， 社区社会
组织的成立目标或者转型方向
与社区治理议题和民生需求紧
密对接 ， 而且并非行政任务导
向的 ， 其是目标导向和成效导
向的 。 这让社区社会组织真正
成 为 了 基 层 社 区 治 理 的 助 力
器 、社区居委会的好帮手 ，比如
社区内较多文体组织的公益属
性多与社区助老服务 、 少年儿
童服务紧密结合 ， 这就很好地
回应了社区 “一老一小 ”两类人
群的服务需求 。

三是依托 “公益认领 ”的全
过程赋能和全方位保障 ， 让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更落地 。 “公益
认领 ” 让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有了实实在在的载体和具体
抓手 ， 解决了思想重视但行动
不足的突出问题 。 “公益认领 ”
的操作过程 （需求征集与分类
分析-活动与项目征 集发 布 -
认领意向会-培训 、 实施与督
导-总结评估 ）的每一个环节都
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契
机 ， 并能够让每一次培育赋能
转化为有效落地的具体行动 ，
比如创意想法的引导激活 、活
动或项目设计的辅导支持 、实
施难题的助力解决 、 社会资源
的有效引入和服务经验的宣传
推广等 。 还有包括资金支持 、场
地支持 、培训赋能 、社区宣传 、
引入师资 、 外出学习和搭建平

台等面向不同社区社会组织的
针对性保障措施 。

四是在以社区居委会为主
要培育力量的同时 ， 善于借用
外部力量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 。 在培育策略上 ，左安浦园社
区 选 择 了 以 党 委 和 居 委 会 为
主 、 以外部专业力量支持为辅
的做法 ，主要是基于熟悉度 、持
续性和方向性的考虑 ， 但同时
该社区还较为开放性地引入外
部力量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 。 比如 ，“掌上明珠 ”摄影队
便是在外部摄影老师的指导和
带领下成立并发展起来的 ，他
们还依托摄影摄像技术与其他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进 行 了 充 分 联
动 ；再如 ，夕阳天使志愿服务队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境时 ，社
区主动引入了 “福寿百年 ”助老
服务组织 ， 全力协助该志愿服
务队再度发展 。

五是从早期关注领袖到后
期注重管理团队建设，提升社区
队伍的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水
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团队领袖
和带头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也已经
显露出组织领袖发生变化引来
的发展危机，并提醒我们培育发
展社会求社会组织应注重管理
团队的培育和建设，左安浦园社
区在这一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 ，即通过建立每支队伍的 “三
人管理小组”来强化管理力量和
组织规范性，同时为组织领袖增
添助手、减轻压力。 当然，这其中
也有组织发展接力和传承的深
入考虑。

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成效

一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明
显增长。从 2008 年的 4 支到 2015
年的 11 支再到 2019 年的 17 支，
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且涌现出
了以中青年居民和社区在职党员
志愿者为主要力量的社区社会组
织。 在老牌社区社会组织稳步发
展的同时， 新生社区社会组织也
得到一定发展， 在回应和参与社
区治理难题上逐步彰显力量。

二是公益性或兼具公益性
的社区社会组织明显增多。 这一
变化在左安浦园社区显现的最
为充足，其得益于“情暖五色土”
和 “公益认领 ”两大社区品牌的
积极引导， 无论是公益类组织 ，
还是自益类 、互益类组织 ，均能
够通过认领公益活动和公益项
目助力社区建设和民生服务，社
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增色不少。

三是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
为了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重
要力量并助力了社区减负增效。
这些组织在社区疫情防控、环境
治理、助老助残服务、军民互动、
文化生活 、社区教育 、社区安全
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丰富多彩
的创新实践，涌现了很多温暖的
助人故事和生动案例。 这些组织
也拓展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的渠道，发挥了居民自治
的有效力量，也对实现社区减负
增效增添了力量。

四是更新了社区相对有限
的资源和资金的分配方式。 左安
浦园社区依托公益认领实现了
社区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在培
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过程中，
实现了居民表达需求、居民议事
协商 、居民提出方案 、居民落地
实施的系列性 、整体性 、全过程
居民参与，也以此实现了社区居
民从早期被动参加到后期主动
参与、从问题提出者到方案建言
者再到具体行动者的双重转变。

五是推动 “三社联动 ”升级
为“四社联动”、多元共治。 左安
浦园社区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
使得其在基层社区治理格局中
的影像日渐清晰 、 影响不断增
强，更促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持
续性内生力量，也是“三社联动”
利益主体之外的第四个参与力
量。 再加上基层党政部门和辖区
单位等参与主体，这便呈现出了
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左安浦园
实践及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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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安浦园社区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属于回迁社区，内有老居民楼、回
迁楼和商品楼，属于典型的老旧混合社区。 左安浦园社区党委、居委会和服务

站成立于 2006 年，其有着重视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共治的传统，社区党委和居委会十
分注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 并通过创新性的实践行动指导和引导社区社会组
织助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并在探索社区治理模式上起到了很好
的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

今年 5 月，左安浦园社区“居民文明公约”揭牌 � � 左安浦园社区“夕阳天使”志愿服务队开展高龄老人集体生日
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