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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社区中统战对象也随之不断增多,城

市小区作为社区的重要主体,如何把统战工作推进社区,打通统战工作 后一公里,是当今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工作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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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

加,社区中统战对象也随之不断增多,城市小区作为社区的

重要主体,把统战工作向城市小区延伸、 不断深化基层统战

工作,打通统战工作 后一公里,已成为摆在街道、社区统战

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城市小区统战对象特点 

城市小区是指在城市一定区域内建筑的、具有相对独立

居住环境的大片居民住宅区。城市小区以住宅为主并配套有

相应公用设施及非住宅房屋的居住区、花园住宅、住宅组团,

常在房屋管理(含交易、物业管理)等场合下提起,物业管理

处、业主委员会常以小区为单位配置。 

1.1 统战对象个体多样性 

1.1.1城市小区中,统战对象个体具有多样性,有不少是

专家、教授和专业人才,私营企业主也不乏其人,还有留学归

国人员以及台属、侨眷、外籍人士、民宗人士等。他们或拥

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或具有雄厚的

资金实力,都是社区发展的宝贵资源,需要通过做社区统战

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2 统战对象个体相对隔绝 

城市小区统战对象个体的相对隔绝主要指两个方面,一

是小区与小区之间是相互隔绝的。城市小区通常是一条连续

的围墙(含建筑物)封闭起来的一个独立完整的居民住宅区,

这就造成了各个不同的小区之间很少有大量的交流。二是同

一小区之间的不同住户,由于很少有亲戚和朋友,多是因购

买或租赁商品房而住在同一小区,住户之间相对也没有太多

的的交流。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相对隔绝,造成了统战对象

个体之间相对隔绝,交流甚少。 

1.3 统战对象组织化程度较低 

城市小区中的民营科技企业技术人员、外企管理技术人

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统战对象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尤其是自由

职业者,很多都没有参与社会组织。 

2 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2.1 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意识不强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对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意识不强,一

是“统战高层观”,觉得统战工作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上层人

士,城市小区统战可搞可不搞,存在着“上热、中温、下冷”

的问题。二是“传统统战思维”,简单把统战工作理解为就

是做民主党派、侨胞和台胞家属等群体的工作,忽视了对私

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

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三是“社

区终端论”,大多数的统战工作者往往认为统战组织只要延

伸到城市社区即可,没有必要在延伸的城市小区,殊不知由

于城市小区的封闭性,导致社区统战工作效果不佳。这些认

识使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浮在表面、走在路上、站在墙外,做

不深、做不实。 

2.2 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力量薄弱 

城市基层统战工作力量远赶不上统战对象增长速度。城

市基层统战工作尽管镇街一级已设有“统战办”,已设有镇

街分管领导、统战专干以及社区设有统战联络员,很多时候

仍然存在统战工作有名无实,有机构无工作。城市小区基本

上没有设置统战组织或者办公场所。 

2.3 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时间困难 

城市小区统战对象因白天工作 8 小时时间基本不在小

区内,导致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只能在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

开展,形成统战工作者的时间和统战对象时间不能竞合,这

就为统战工作带来一定的时间上的不便。 

2.4 市小区统战工作经费不足 

现在很多地方基层统战工作经费预算少,使得基层统战

组织不能与城市小区建立长期的工作联系,同时因为没有预

算经费安排,难以持续统战开展工作和组织统战联谊活动。 

3 对策建议 

3.1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提高思想认识是前提 

基层统战部门首先要提高对城市小区统战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加强对广大统战干部的业务指导和统战成员的教育

引导,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县级统战部门和镇街统战

办每年定期对辖区统战干部进行专业培训, 采取以会代训、

专题培训等形式,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战工作重要论述和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作为教育培训的主

要内容,帮助基层统战干部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统战的一些方

针、政策和开展社区统战的一些新方法、新措施,提升基层

统战干部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3.2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加强组织建设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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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必须健全基层统战组织,镇

街要设立统战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同时设立统战办公室,配

齐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统战工作日常事务。社区党组织要明确

专人负责统战工作,同时设立统战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同

时要设置统战网格员,分条分块负责统战具体工作。要发挥

城市小区业主委员会统战功能,在业主委员会中设置统战联

络员,根据需要将综合素质高、热心小区建设的统战对象纳

入统战联络员工作队伍,进一步充实小区统战工作力量。有

条件的城市小区还可以设置统战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小

区的日常统战工作。 

3.3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同心”思想引领是方法 

以“同心”思想开展政治引领工程。“同心”思想是“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实质的凝练和升

华”。开展“同心小区”创建,发挥统一战线成员优势,组织

开展政策宣传、社会管理、法律服务、卫生保健、养老救助,

以及社情民意的收集整理等自愿服务活动,把小区建成解民

忧、惠民生、察民心、合民意的“同心小区”。要更加注重

“同心”思想的宣传途径和方式,开辟群众喜闻乐见、易于

接受的政治宣传渠道。 

3.4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搭建统战平台是抓手 

要将统战对象的聪明才智凝聚到 8 小时以外的小区治

理工作上来,必须搭建好平台,让统战对象的资智优势有用

武之地。 

3.4.1 搭建统战联谊平台 

在小区内成立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人士、港澳台侨

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联谊小组,将符合条件的统战对

象吸纳进联谊小组,各小组制定详细的工作制度、工作职责、

工作任务、组织原则等,确保联谊工作顺利开展。完善业主

委员会与党外人士交友工作制度,业主委员会成员每人联系

1个重点党外代表人士,建立常态化联系。 

3.4.2 搭建统战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业主委员会与统战对象“双服务”工作机制。

业主委员会通过整合优势资源,为统战成员提供所需要的服

务,同时又动员和组织广大统战成员为小区建设提供服务。 

3.4.3 搭建统战网络平台 

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城市小区统战 QQ 群和微信

群,组织引导全体统战对象进群,充分利用 QQ 群和微信群不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开展统战工作和联谊活动,宣传上级

有关大政方针政策,收集统战对象的意见建议等。 

3.5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探索统战规律是路径 

3.5.1 探索统战对象工作规律 

通过调查摸底,掌握小区统战成员基本情况,分门别类

建立民族、宗教、侨、商会、党外、党派和新社会阶层人士

等方面的统战对象人才库和资料档案,进行动态管理。针对

每类统战成员的特点,开展不同种类的活动,既满足统战成

员的需求,又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为小区的发展贡献

力量。 

3.5.2 探索统战工作时间规律 

要根据小区统战对象的作息规律,掌握好开展统战工作

时间,现场工作和联谊活动可以在下班后、周末和节假日开

展,一般性的工作可以在 QQ 群和微信群等网上进行,也可以

通过电话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3.5.3 探索平衡双重统战规律 

除了自由职业者等少数统战对象外,大多数的统战对象

都有相应的统战部门、群团、企业、行业协会等做统战工作,

基层统战工作者要根据统战对象的不同特点,加强与相关部

门、企业、行业协会和其他单位的联系,做好统战对象8小时

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统战工作,探索平衡双重统战工作规律。 

3.6 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增加经费投入是保障 

要做好城市小区统战工作,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地

方财政需将统战工作经费纳入年初预算,明确基层特别是社

区和小区的统战工作经费比例。一是保障统战工作日常经

费。如果日常工作经费难以保障,那城市社区和小区的统战

工作将难以正常开展。二是保障统战联谊活动经费。联谊活

动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之一,只要开展联谊活动,必

须要一定的活动经费作为支撑。三是保障统战工作科研经

费。建立健全城市小区统战工作科研资助办法,通过科研奖

励等形式,鼓励热衷于基层统战工作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

投身城市小区等基层统战工作的研究,为地方党委、政府做

好基层统战工作出谋划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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