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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一公里”
到“最好一公里”

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
动”， 苏州探索出一条以社区为
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会
组织为载体、 社区志愿者为辅
助、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路。

不久前，在苏州高新区狮山
横塘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由
狮山横塘街道社区发展基金会
联合高新区慈善基金会发起的

“‘我们在乎’———你的公益‘微’
梦想” 项目汇报会上，12 个已落
实的项目涉及助力贫寒学子、关
注失独老人等方面。

家住狮山横塘街道馨泰花
苑的小雨（化名）就是项目受益
者之一。 小雨母亲身患白血病，
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但小雨并没
有消沉，主动帮助父母做好家务
后，便在家里仅有的小饭桌上写
作业。 来自馨泰社区社工室的社
工黄萍了解情况后，便向基金会
提出申请，“我希望给小雨一个
书桌组合柜，让她能有一个自己
的小书桌用于学习。 ”很快，经过
公益微梦想征集、专家评审等环
节，小雨拥有了自己的书桌。

挖掘社会慈善力量， 是苏
州积极探索“五社联动”的生动
实践。 目前，苏州 97 个乡镇（街
道）建立了“社区慈善基金”，成

功实施 118 个慈善项目；565 个
村（社区） 建立“社区慈善基
金”， 引导 5200 万元慈善资金
下沉基层一线。

如今， 在苏州城乡大地，社
工站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随处
可见，“五社联动” 迸发勃勃生
机。 截至目前，苏州全市建成 99
个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1191
个村（社区）社会工作室，逐步实
现基层社会治理由“最后一公
里”到“最好一公里”。

制度设计
打牢基层治理基础

常熟市海虞镇海福新城社
区是一个以动迁安置为主的大
社区，常住人口 1.3 万多。搬迁之
初， 不少人在楼道堆积杂物、高
空抛物，邻里纠纷时有发生。 回
想起当初的治理难题，海福新城
社区党委书记徐月红仍记忆犹
新。 社区为此建成 1000 多平方
米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
依托中心，通过党建引领，激发

“五社联动”活力。 数据显示，矛
盾纠纷由当初每年 1000 多起下
降至现在的 50 多起， 纠纷化解
率达 99%。 该社区先后荣获江苏
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省城乡基
层援法议事范例等荣誉称号。

整合资源、联动治理，就地
化解社区矛盾，“五社联动”正在
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春水”，而其

背后是苏州把制度设计挺在前
的思考和探索。

2016 年，苏州提出社区治理
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
的意见》， 重新架构社区治理体
制机制，明确“多元主体共治、多
层协商共谋、 多方联动共推”现
代化建设基本路径。 此后，苏州
又相继制定《全面推进城乡社区
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计划》《关于
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
方案》等 12 个配套文件。

以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为
例，苏州通过向专业社工机构购
买常态化、 综合性社区服务，并
不断从项目内容、 过程监管、绩
效评估等方面完善项目管理，推
动社区治理领域的社会化、项目
化、专业化。 截至目前，苏州仅社
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累计投入就
超过 3 亿元，有 100 余个专业组
织、1000 多名专业社工下沉社区
提供服务。

制度设计为“五社联动”打
下坚实基础，苏州还突出队伍建
设，筑牢人才强支撑。 戴银燕是
苏州市汀斯社工师事务所的一
名中级社工师，“这些年，我参加
了民政系统组织的个案小组、社
区治理等培训 10 余次， 能力和
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从 6 年前
的“社工小白”到今天的专业人
才， 戴银燕从培训中获益良多，
由她负责的《“五社联动”奏响基

础治理新篇章》项目荣获苏州市
城乡社区治理优秀创新案例奖。

针对新入职社工、社工机构
负责人、项目主管等，苏州分类
分层次开设课程；同时，依托高
校社会工作专家资源，大力实施
社会工作督导人才培养计划。 近
年来，苏州仅市本级就累计投入
近 500 万元举办各类培训和继
续教育，受训超过 9000 人次。

让“五社联动”
激发更多活力

今年是苏州市争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的收官
之年。 苏州市民政局局长陈正
峰表示， 苏州市民政系统必须
在更高站位上以系统思维扎实
推进每一项工作， 让“五社联
动”激发更多活力，赋能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

5 月 27 日， 苏州召开全市
民政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会，提出把发展社会工作、推进
基层社工站建设作为当前基层
治理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深化
“五社联动”机制，提升基层治
理水平。 当前，苏州各社区在资
源禀赋、居住形态、居民结构等
方面多样呈现，居民利益诉求、
社区服务需求、 基层治理要求
复杂多样。 苏州为此把基层社
工站建设作为“五社联动”的重

要枢纽， 在去年年底乡镇（街
道） 社会工作站全覆盖的基础
上，到 2022 年年底实现村（社
区）社会工作室全覆盖。

依托分布在城乡大地的社
工站，苏州鼓励社会各界具有各
种专业知识与技能、愿意为服务
社区贡献时间和精力的志愿者，
以及广泛的社会慈善资源参与
社会治理，弥补基层治理人才和
资源短缺问题，形成基层社会治
理的最大合力。 昆山市大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

昆山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副总干事周菲介绍，中心依
托基层社工站，发挥社会倡导与
资源整合功能，通过社区公益大
赛将各类慈善与志愿者资源转
化为服务，以“项目化”形式回应
居民需求。 在这里，由慈善、社工
和志愿者联合推出的“‘我们都
一样’残障儿童基本能力提升计
划”，让 90 余名智力障碍儿童得
到康复训练。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方世南认为，苏州结合自身
特点，充分利用人才和慈善资源
丰富的优势，让各个要素实现良
性协同发展，激发“五社”在联中
动、动中联的链式效应，形成基
层治理闭环，为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赋予新的内涵。

（据《新华日报》）

苏州“五社联动”
赋能“善治之城”

近日，苏州市印发《关于推动发展“社区慈善基金”的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广泛
动员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这是苏州在“五社联动”上进行的最新探索。“五社联动”是在过去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三社联动”机制基础上，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纳入其中，实现社会力量优化组
合，形成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持续推进“五社联动”，为苏州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动能。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曹
路宝在此前苏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上指出， 苏州要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落地落实”关键举措，全力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将苏州打造成一座善治之城。

苏州社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图片来源：苏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