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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教育在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本土实践
——以南京市 Q 社区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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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

目标。本文以南京市 Q 社区为案例，分析在该社区内利用红色文

化教育推动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土实践，通过对社区内基层

管理人员、社区物业管理人员、社区居民分别进行红色文化教育，

通过志愿服务共同体、小区共同体、社区共同体的建设，进而打

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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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方面，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起点是社区治理，本文以社区

为落脚点，在融合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导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

红色文化解决本地特色问题，以红色精神的新时代意义探索为出

发点，展开本土实践。

一、理论基础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

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我们将分为两个部分来展开，一是社

会治理，二是共同体。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在互动协商的基础上

共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郁建兴和关爽，

201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在此并非管

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论主次，而是同为主体的存在。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民众的能力与意识逐渐提高，公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

程度也应得到相应提高。

共同体一词，作为学术理论术语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

斯（F.Tonnies）提出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

包括居民、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在内的各方力

量共同努力，拥有相同的精神价值观与价值追求，共同致力于让

社会建设更加美好。

（二）红色文化

关于红色文化的定义以及概念多有争议。本文中的红色文化

特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领导中国革命进行反抗斗争过程中，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所凝聚而成的红

色精神等先进文化。从精神上来说，包括了雨花英烈精神、长征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从思想内核上来说，包括了爱国、团结、

平等、拼搏、奋斗、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精神内核，依然闪闪发光，对我们的社区治理活动具有强

烈的指导价值与意义。

二、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困境

（一）案例背景

Q 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中部，服务 14 个小区（其中复建房

小区 1 个，13 个商品房小区）  约 16500 户，约 6 万人口。辖区内

商业住宅小区 T 小区有将近 3 万人口，人口数量上是该社区乃至

该区最大的小区。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该社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由于社区人口结构复杂，有商业住

宅，也有回迁安置小区，居民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管理难度较大。

由于人口基数大，难管理，2016 年由于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激发，

还曾经爆发过群体性事件，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不少居民

反映，目前虽然整体氛围相对平和，但社区缺少相应的凝聚力与

活力。街道与社区也经常举办活动，但社区内的年轻人忙着上班，

小朋友忙着上学、上补习班，参与社区活动的人以老年人群体居多。

三、红色文化教育在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实践路径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就不能只依靠国家，还需要公民之间能真正具有共同的信仰、价

值共识以及长期互动形成的信任。既然这种社会共同体很难自然

形成，它就需要被建设。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虽然已经有 100 年

的历史了，但在这 100 年的发展过程中，红色文化历经风霜，既

有对前辈精神的继承，又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此基础上，

充分结合社区不同人群的需要，进行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以

此充分激发大家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精神。

（一）幼儿红色绘本与红色故事文化教育

孩子是家庭的切入口，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社工设立了

不同的红色文化学习内容。针对 3-7 岁的孩子，设立了绘本学习，

如《鸡毛信》《闪闪的红星》等，相对简单的故事，以图片了解

为主。针对 8-15 岁的学生，设立了红色故事学习，如《小兵张嘎》

《刘胡兰传》等。课程也邀请了相关老师，进行课程领读，着重

讲解其中红色精神，如《鸡毛信》中的海娃，虽然年龄小，但已

经懂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勇敢坚毅，值得我们去学习。同时，

对低幼儿童，一般会邀请家长陪同学习，让家长也在耳濡目染中

受到熏陶。对稍高年级的青少年小朋友，社工会布置作业让大家

把故事讲给家人听。在课程结束后，社工邀请参与学习的同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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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组成青少年志愿服务队，践行课程中精神。

（二）Q 社区基层工作人员的党史学习培训

社区工作者是冲在社区治理第一线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的信

念与状态将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的成效，充分发挥其主管能动性，

势在必行。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党立足百年

历史新起点，学习党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明智、

知史担责”“以史鉴今、以史资政”。

党史学习课程分阶段进行，其中有专门的课时给大家挖掘了

南京本地的红色资源宝藏——雨花英烈精神进行讲解，雨花英烈

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信仰至上、对党忠诚、舍身为民、勇于担当，

这也是我们基层工作者需要学习的。

课程学习结束后，邀请参与学习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

落实工作，参与 T 小区和社区内“党群服务工作站”的建设工作，

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建设，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办实事。

（三）针对 T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培训

物业管理人员是在中国城市化浪潮中，伴随着商品房住宅小

区的商业规范管理而诞生出的一批新兴服务行业。他们在社区治

理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却时常被忽略。民众与物

业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依靠一纸冰冷的商业合同来维

系运转，也需要有“柔性”文化教育的介入，特别是红色文化主

题教育。

对物业管理人员的红色文化主题培训，主要以先进人物为主

体，讲好红色人物故事，引导社区的青年工作者们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比如，以南京本

土红色文化为依托，讲“从雨花英烈刘亚生看青年人的责任担当”

等，学习他身上的精神特质。同时，也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感恩祖国，感恩先烈，感恩社会。

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社工邀请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关心身边人、身边事，将服务的动机从为公司“打工”，转变为

国家工作、为社会工作、为自己工作。

四、红色文化教育在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成果

在系列红色主题文化学习、培训活动结束后，在 Q 社区内形

成了从微观到中观层面的三大共同体建设，分别是青少年志愿服

务共同体、小区共同体和社区共同体。

（一）青少年志愿服务共同体建设

在践行完幼儿绘本与红色故事学习后，社区依据红色文化精

神，为青少年群体组成青少年志愿服务队，鉴于多数青少年都是

未成年群体，需在监护人陪同下，一起参与社区内志愿服务活动，

这也将社区以家庭单位为单位进行重新连接。比如，参与社会组

织在社区内参与探访关爱高龄老人、残疾老人、失独老人等需要

关心关注的老年人的活动。

（二）小区共同体建设

如今，小区内的业委会、居委会、居民、商业体等已经有了

一定共同体意识，而对物业管理人员、社区基层管理人员的红色

教育培训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共同体精神。在小区共同体机

制建设上，进一步加强居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扩大服务范围，吸

纳更多志愿者加入，在关系小区民生的众多问题上，协商共治。

比如，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南京各小区开始要求施行垃圾

分类，但在执行过程中，矛盾频发，关于垃圾分类知识科普、垃

圾站点的选择等等相关内容，都需要业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居民、

社区共同协商解决，在这类事件中，业委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

的主导作用优势鲜明。 

（三）社区共同体

在经过红色文化学习后，特别是党建培训，进一步强调了社

区内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而社区共同体建设中社区党群服务站

也起到先锋作用，围绕社区内的事务，积极开展相关便民服务工作，

解决民生问题。在此基础上，联动社区内的小区共同体等其他共

同体，共同打造优质宜居社区。目前，在 T 小区内最核心的位置

一楼已设立党群服务站，二楼为物业管理公司，方便协助办公。

五、总结与反思

本次实践活动是建立在江苏省民政厅 2020 年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基础上展开的，以红色文化精神为主导，激发人们的内在精神

驱动力，社会工作者在其中起到纽带与协同作用，联动社会各方

力量进行社会治理共同的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目前共同体建设

初见成效。但其中仍然有很大的实践空间，比如“科技支撑”的

建议路径仍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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