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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是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单元、最基层平台

和最基础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先进的执政理

念和高度的制度自信，务实提出了新时代我们推进社会

治理的新任务新要求。[1] 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实现

社区治理的突破和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开州

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在

社会治理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但在个别领域

特别是城市社区治理上部分顽疾仍然长期存在、部分难

点未能有效攻克。唯有持之以恒地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开拓创新，才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

中砥砺前行、久久为功。当前，尽管全区在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方面作了多领域的有益探索，但离区委、区政

府的要求，离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存在的突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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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容忽视。

1　社区组成纷繁复杂，区域凝聚力弱，群众自治

性缺失

1.1 人员构成相对复杂，管理难度大

一是城镇移民多。因三峡移民大搬迁，开州城区形

成了体量庞大的移民统建或自建小区，产生了人数众多

的“村改居”群众和外迁返乡人员，其中部分移民因失

地缺少生活来源，对政府的期望多、要求多、意见多、

异议多，难以有效管理。其二是进城人口多。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城乡资源不平衡问题凸显，造成购房入住和

就学、就医的农村人员形成了进城人口的两大主力，部

分人员因素质不高、陋习较多，且户籍地和居住地的不

统一，给社区治理带来较大困扰。其三是短住人口多。

开州是劳务输出大区，每年约 60 万人外出务工，在区

内时间往往不足 2 个月，有诉求时往往“拖起半截就开

跑”；同时近年来开州区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和旅游开发，

到区务工和游玩人数逐年递增，居住时间普遍不长，对

地方政策法规了解不深，造成矛盾多发。

1.2 重点人群相对集中，耗费精力多

一是缠访闹访人群。外迁移民、两参人员及襄渝铁

路工人是开州区信访的三大主要群体，在城市社区居住

的有较大比例，因无理诉求和历史原因无法解决的诉求

未实现，长时间、高频率、多方式上访，且时发越级上

访、缠访、闹访，给社区维稳工作带来较大压力、占用

较多资源。二是社区矫正对象。因城区接触到的新鲜事

物多、受蛊惑概率大，轻微犯罪频发，导致城市社区矫

正对象相对较多。该类人员往往分散居住在城市社区中，

为严防其后期继续经受诱惑再行犯罪，需要司法人员和

社区工作人员长期关注，牵扯较多精力。三是社会兜底

人员。居住在城区的低保、五保、残疾人员数量较大，

该类人员往往自有生活来源匮乏，亲友关注关怀较少，

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对政府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是社

区执行社保、救助政策的核心对象，需要社区工作人员

持之以恒地关怀、引导和帮助。

1.3 集体意识相对淡薄，自治能力弱

一是邻里关系不亲。因个人性格的不同、文化程度

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工作性质的不同、价值观念

的不同，现代社会的城市社区和居民小区逐步走向“重

门深锁无寻处”的疏远型邻里关系，邻居间互不熟识，

缺乏基本了解和互帮互助，在集体利益上更难探寻到共

鸣点。比如，大多数商品房小区住户间无亲无故，较少

主动交流，邻里之间淡如水。二是利益争执不休。近年

来，装修扰民、宠物拉撒、孩童磕盼、挤占公共区域等

邻里纠纷越来越多，利益小纷争长期存在，容易造成邻

里不和甚至矛盾升级；同时“各人自扫门前雪”现象普

遍，存在利益纠葛时常常顾自己不顾他人、顾当前不顾

长远，最终难以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比如，移民自建

小区，因房屋产权证未办和房价上涨等原因，原有业主

和购房人群利益争端突出、互不相让，无法组建业委会。

三是自治能力不强。空闲时间相对充足的城市社区常住

人员通常是老人、全职主妇，其中参与社区自治的大多集

中在退休、下岗、低保等与社区组织关联较多的群体中，

其政治素养、文化水平、身体状况、处事能力、社会意识

参差不齐，参与社区自治时发挥作用有限，难以让社区居

民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众自治基础较为薄弱。

2　社区事务点多面广，治理有效性低，工作创造

力不高

2.1 任务多、工作重，难以面面俱到

一是“行政化”严重。除自身应当负责的自治管理、

公共服务、监督协调、宣传教育等职责外，社区更多地

是承担了很多本不该负责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成为

了街道的“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实施社区自

治工作。[2] 比如，环境整治、消防检查、安全生产、鞭

炮禁放、行政收费等工作交给社区，名为协助实为代行

职责，使社区俨然成了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二是“摊

派化”突出。社区工作受所属街道评定、考核，社区经

费受所属街道统管、拨付，因此不得不承担所属街道的

部分任务摊派和指标要求。特别是城市社区，各种检查、

评比层出不穷，各部门、属地街道对社区均有严格的考

核，导致社区干部疲于应付。比如，今年新推的消费扶

贫，部分社区干部必须认领大额度的购买任务，无形间

改变了消费扶贫工作的初衷。三是“大辖区”增压。城

市人口、建筑密集，部分社区复员面积广、管辖范围大，

不易统筹、不便监管，仅靠社区工作人员很难有效管理。

比如，汉丰街道安康社区辖 23 条干道及次干道、47 个

住宅小区、28285 人（户籍人口 13076 人、外来居住人口

15029 人），比部分乡镇总人口都多，但社区党、居两委

共 9 人，管理起来极为不易。

2.2 问题多、难度大，难以充分化解

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大。移民自建小区办证、重点管

控人群维稳等历史遗留问题在社区层面无法处理，但不

得不站在最前沿开展协调，既不能直接做主进行答复，

又面临部门、街道下命令妥善处置，夹在中间难以为

继。比如，对个别长期越级上访人员，社区能监督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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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单靠嘴皮子很难第一时间将人留下。二是当前

现实问题多。当前，占道经营、垃圾清运、违章搭建、

消防整治、损毁市政设施修复等问题都是社区治理面临

的现实难题，处于不想管又必须管、要管又无力管的状

况。比如，城区生活垃圾移交给桑德集团清运后，社区

经多次对接呼吁仍未能做到所有垃圾桶、堆放点每天清

理，导致垃圾堆积、臭气四溢，居民反响巨大，社区公

信力下滑。三是层级低、需求广，难以有效协调。在社

会治理方面，城市社区成为了城市管理的一线责任人，

大小事务均需参与甚至承担主要责任。社区不属于一级

政府或行政机构，没有相关执法权力，在面对社会乱象

时通常只能通过宣传引导来“防”，需要“管”或“罚”

时必须依靠所属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一旦街道、部门

未能足够重视，社区就只能干瞪眼，进而可能将小问题

拖成大事件。特别是某些事务本应是配合街道、部门开

展，结果却变成苦口婆心寻求街道、部门配合。比如，

面对开州大市场内电线私搭乱接、煤气罐电磁炉泛滥、

消防设施用房被占用出售等消防隐患，社区工作人员单

靠宣传引导难以治标更无法治本。再比如，治理占道经

营和乱停乱放时，只靠社区根本无从下手，而市场监管

局、城管局、交巡警等能够针对同一区域的持续性、经

常性执法又难以落实，最终道路保畅时紧时松、群众非

议较大。

3　社区两委人少财微，综合保障率小，服务质效

性不强

3.1 社区人力财力的有效保障较弱

一是社区人力配备有限。社区党、居两委成员通常

不超过 10 人，职责分工时需承担较多任务，担任网格长

时需管辖较多人口，办理急重事务时又安排不过来，从

事日益繁重的社区工作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社区自

身财力有限。社区主要依靠财政划拨办公经费和辖区单

位“化缘”，基本没有自主发展的渠道和方式，一来无力

聘请更多地社会志愿者、楼栋长参与到社区工作中，有

效分担工作；二来对一些群众急需但散小的公共服务支

出也需打报告、等回复，开展工作较受制约。

3.2 参与社区自治的居民意愿不强

在参与主体上，单位职工、创业青年等实力群体通

常只把社区当作居住场所，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参与社区

工作，几乎对社区治理不闻不问，主人翁意识匮乏；即

使有时参与群众自治的也消极被动、敷衍了事 [3]。在参

与内容上，除社区选举、低保评定、社区收益分红等与

居民利益有关联的事项，其余如政策法规宣讲、环境卫

生整治等居民参与意愿不强，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味道，缺乏责任感和荣誉感。

3.3 辖区各类团体的奉献意识不足

开州城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国营民营企业、

民间组织等团体林立，但具备社区服务意识、奉献意识、

共建意识的单位组织微乎其微。除完成党委、政府部署

的个别任务时走过场参与或“略尽微薄之力”外，能主

动在所属地协助社区治理、帮助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发

展的团体体量小、时间短、付出少，社会参与度不足、

服务能力不高。当前紧缺能够助力社区纠纷调解、健康

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

里互助、居民融入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3.4 信息化智能化的程度亟待改善

近几年，开州区逐步完成了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建

设，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在办公场所、基础性办公设施方

面得以改善，有效筑牢了工作阵地，但在信息化、智能

化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服务质量、效率难有起色。

在软、硬件设施上，受建设资金制约，目前社区公共服

务平台、社区综治平台等信息化设施设备还未启动，为

民服务便捷化程度不高。在操作人员上，社区干部因年

龄结构、工作性质、专业知识制约，普遍只能操作简单

的办公系统，对信息化、可视化、智能化设备不知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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