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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党建引领下社区营造的本土实践
——以汤山社区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张　瀚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

创新的工作。当前背景下，社区营造逐渐为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

困境提供了新思路。然而，本土社区营造实践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文章以南京市汤山社区的社会工作项目为例，总结出以党建引领

为框架，以共建共享为导向、以服务居民为根本的社区营造新机制，

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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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征程中，要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社

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而社区营造不仅可以在最基础的部分

推进社会关系的重塑，还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结合本土的语境，社区营造可以理解为在党领导下，由居民参与的，

通过对社区空间和生活共同体的再造与重构，实现社区复兴的社

会治理实践。

一、研究的源起

本文是基于江苏省民政厅立项的社会工作项目开展的实践研

究，2020 年，在江苏省民政厅及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的支持与

指导下，都江堰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南京市汤山社区开展了

为期一年的社区营造项目。笔者作为项目小组中的成员之一，通

过实地走访观察，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部分居民开展座谈或

访谈，监督、指导项目工作等方式，获取更为直观、质性的经验

材料。

二、突出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市场化、社会化的侵入，以及伴随而来

的个体原子化倾向，社区弱参与成为公共生活的瓶颈。然而，在

社区营造中，活跃较多的通常是少部分能力比较强、条件比较好

以及有某些文艺特长爱好的居民，很多居民志愿者也是由党员同

志、离退休干部组成，他们固然带动了热烈的社区营造氛围，但是，

隐含的是其他大部分居民权利与责任的缺失，几乎听不到他们的

声音，那么这样的社区营造是不完整的。

三、社区营造的实践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有大量问题与需求亟待

回应。南京市江宁区汤山社区地处城市边缘，老龄化严重，社会

资源匮乏，有迫切的社会心理服务需求，亟需调动居民参与社区

建设的积极性。项目主要依托汤山社区丰厚的文化积淀，以社区

共融为切入点，在社区营造的理念下重塑社区内在文化价值，对

社区中的资源做总体的整合，通过行动带领社区居民与社区互动、

协力与协作，倡导社区关怀、社区文化营造和更长远的社区照顾，

使得社区实现居民自主参与的共同营造，以此应对城市社区治理

创新。项目中，汤山的社区营造模式可划分为空间营造与文化营造。

其中，空间营造借助改善居民生活的物理环境和资源配置来增进

居民的社区感；文化营造则通过对差异化群体价值观的教育与整

合推进总体性的社区认同。

空间并非单纯的指向具体场所的概念，相反，它具有丰富而

深刻的社会性思考，即如何推动人与环境共生，以及社区资源的

价值创新和宣扬。项目团队在汤山社区先后开展了社区分类的倡

导活动及社区广场嘉年华，前者通过一些开放式的互动与竞答游

戏，一方面普及环保与垃圾分类的知识，另一方面提升了居民对

社区的关注和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参与；后者则通过广场嘉年华的

活动，带动居民走出家门，促进交流与了解，以及增强居民对社

区空间的熟悉与使用。

由上述实践可见，社区营造中的空间营造以社区公共空间规

划营造、社区基础设施完善和环境保护等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

公共议题为发力点，重点是在空间的物理性之外找回社区空间的

人文性，再就是修复、柔化和重构社区中的社会关系，而非固化

和疏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社区营造中，文化是少不了的基本元素。光是依靠硬件上

的比拼项目则没有可持续性，文化才是社区的根和灵魂，包括敬

老文化、爱幼文化、睦邻文化等等。文化营造有利于重塑人际关

系与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

近年来，我国社区营造越来越凸显文化类活动，增进居民生

活丰富性的同时也旨在培育居民社区认同和社区感。项目在汤山

社区开展了大量文化营造的活动，包括“传统文化谁知道”民族

文化分享会、党史学习小组、健康教育、女性主题工作坊等等，

通过开展一系列重塑社区文化、改善邻里关系的红色社区营造活

动，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达到了文化传承、社区共融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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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营造，应着重打通原先治理主体间的分化

与隔阂，将各主体目标统摄至社区治理、社区发展与居民美好生

活需求满足等方面，从而重组社区治理结构，或通过党建引领方

式给社区及居民赋权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社区参与的主体性和主

动性被调动起来，居民在参与社区营造过程中才能不断树立起公

共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在社会创新治理中，党建引领既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精神，也是基层社区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成果。在

党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下，专业社会工作项目的开展，有助于增强

社区营造中的专业性、服务的精准性和实践的可持续性，为公共

服务提质增量，并最终促进社区营造实践的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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