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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更精细 服务更贴心

湖南长沙推进“五社联动 幸福邻里”工作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

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前线。”长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亮说，长沙市坚持党建引

领，强化系统思维，集合众智、汇

聚众力，加快推进现代化社区建

设，做优共同富裕基本单元，让

社区成为托举群众幸福生活的

温馨家园。

强化系统思维
建优联动体系

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

动”，并不是数字上的简单变化。

长沙市民政局副局长周义中表

示，长沙市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坚

持系统谋划、改革创新，构建政

策、运行、支持三大体系，真正让

“五社”力量联起来、动起来、实

起来、活起来。

2022 年，长沙市出台《关于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社区

（村）靓化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

文件，明确要求充分发挥“五社”

力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

治理共同体。在抓实落细具体任

务中，长沙市民政局以“五社联

动 幸福邻里”为主题，通过强化

党建引领，将街道（乡镇）社工

站、社会救助服务站、枢纽型社

区社会组织、社区（村）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点职责结合起来，实

现了“资源整合、工作推进、服务

开展、队伍建设、发展保障”同步

推进。

为推动工作落地见效，长沙

市委、市政府将“五社联动 幸福

邻里”纳入基层治理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机制、“五型”示范社区创

建、做靓社区等中心工作考核指

标。在各县（市、区）打造“五社联

动 幸福邻里”示范社区（村）和

重点社区（村），加快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在慈善会设立社区

发展基金，为社区（村）广泛链接

社会资源提供有利渠道。截至目

前，全市已登记备案社区社会组

织近 6000家，成立社区发展基
金 500多只。

针对“五社联动”覆盖面广、

资金投入分散的特点，长沙市统

筹整合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

每年整合资金 5000 余万元，包
括街道（乡镇）社工站建设资金

2200 余万元、示范和重点社区
（村）创建资金 2300余万元、优
秀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奖补资

金 200万元、购买专业社会组织
服务资金 200余万元等。

坚持需求导向
延伸联动触角

创新基层治理，既是高质量

发展的必答题，也是回应群众期

盼的实战题。长沙市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打造共治场景，开展贴

近群众生活的便民服务，让幸福

触手可及。

位于开福区秀峰街道的湘

民社区，虽然面积只有 2.2平方
公里，但有 8个小区楼盘、9家大
单位，2.1万多名居民中“一老一
小”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为了

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湘民社区

将社区公共服务场地打造成集

多种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全龄友

好民生服务综合体，可提供教

育、助老、健康、休闲、生活、娱乐

等 20余项服务。
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

区在为居民打造“社区俱乐部”

的同时，还在老年人和残疾人聚

居的小区建设了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或设立了“银发族餐厅”暖

心食堂，让小区“邻”聚力满满。

目前正在实施的“美好生活，一

个也不能少”困难群体精准帮扶

项目，已集合爱心志愿者 1000
余人，筹集了 6.7万余元爱心善
款以及价值 11.3 万余元的爱心
物资，为 90户特殊困难家庭提
供精准上门服务。

据介绍，长沙市已将社区

（村）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点

作为“五社联动”基地，由社区

（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负责人，为

各方主体沟通、居民需求收集、

为民服务设计、慈善资源链接等

提供渠道和空间。目前，各服务

点已开展活动 1.5万余场，服务
群众 118万人次。

精耕细作夯基
提升联动效能

小小社区，千头万绪。长沙市

力求在精耕细作中夯实基层治理

基础，通过把服务群众的事进一

步做得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让群众幸福感更强。

服务群众的“小事”，是治理

中的“大事”。雨花区黎托街道东

澜湾社区挖掘辖区资源，通过

“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网络，

打造一个集市、一只基金、一老

一小“四个一”民生工程。譬如，

将“社区 360”便民服务项目升级
为“360志愿服务集市”，用“每周
一市”的志愿服务将群众需求与

传统文化紧密融合，让磨菜刀等

传统手艺回到居民“家门口”。

东澜湾社区党总支书记秦

文林介绍，社区目前正在设立社

区发展基金，引入专业社会组织

打造“恰同学少年汇”“澜湾讲

堂”品牌项目，为居民提供更多

贴心服务。同时，与“我的长沙”

应用程序深度合作，共同打造

智慧社区，在智慧平台终端设

立“老小一家”“群众诉求专区”

等特色板块，线上告知、线下解

决居民关注的民生问题，让大

家有了智慧赋能、高效办事的新

体验。

浏阳市集里街道集里桥社

区深入开展居民代表服务联系

群众工作，采取“一周一联、一月

一访、一季一会”的方式，常态化

开展线上线下联系走访，及时发

现和排解邻里矛盾纠纷。同时，

依托社区社会组织、“黄帽子”志

愿者服务队，建立完善困难群众

主动发现机制，链接更多爱心资

源开展救助帮扶，让困难群众的

生活越来越好。

“五社联动”让乡村文明展

新风。宁乡市大成桥镇鹊山村党

总支书记陈剑介绍，村里建立

“五社联动 幸福邻里·家”服务

中心，成立志愿者协会、文明劝

导协会（红白理事会）、巾帼风采

队等 8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志
愿者 200余名，开展“清单化”日
常服务和“订单化”专项服务。这

支干事有激情、强村有热情、富

民有感情的基层治理主力军活

跃在村组，带领村民们营造出村

域范围内无经营性麻将馆、婚丧

嫁娶以外无酒席、邻里之间无礼

金往来、功德银行积分无空白的

“四无”乡村文明新风尚。

为了畅通资源整合渠道，长

沙市还搭建了“爱星社”公益慈善

信息平台，为居民迅速获取服务

信息、社区（村）广泛链接社会慈

善资源、社会组织及时发布服务

项目、志愿者便捷报名志愿服务

等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已有 498
个社区（村）、260余家社会组织、
770余名社会工作者、930余支志
愿者队伍和 1.4万余名志愿者入
驻平台，发布公益活动 2000 余
个，募集资金 130余万元。

时代出题，改革解题。长沙

市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

路上，以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为

导向，主动破瓶颈、优服务、创品

牌、解民困，用“五社联动 幸福

邻里”走出了一条见功夫、见质

量、见情怀的新路子，切实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湖南日报》）

今年以来，沭阳县不断深化

“五社联动”，搭建多元平台、引

导多元主体、整合多种资源融入

基层治理，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完善“五社联动”制度

体系建设。印发《关于深化“五社

联动”机制提升城乡社区共治共

享水平的实施方案》《集成民政

资源要素 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实

施方案》等文件，推行以实施社

区治理赋能、社会组织活力提

升、社会工作专业提高、社区志

愿者常态服务、社会慈善资源助

力为目标的“五社联动”模式，指

导各乡镇（街道）完善社区治理

信息系统数据，修订完善《村

（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三

张清单，签订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协助政府工作协议书，探索推

行“一窗通办、全科服务”和“村

（居）民积分制管理”模式，构建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基层治理格局，切实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

二是加快“五社联动”平台

融合发展。新建县社会工作指导

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在沭城、贤

官、吴集、桑墟、刘集等地试点探

索“五站联建”，集成县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县社会工作总站、县

慈善基地等一体化联动功能，依

托乡镇社会工作站，整合社会服

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未

成年人保护站、社会救助服务联

合体，迭代省级“枫桥式”社工站

建设，高质量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实践。目前，建成省级示范社区

服务综合体 32个、三星级以上

社会组织 218家，在建基层社工
站 15家，注册志愿组织 607家、
注册志愿者近 40万人。
三是创新“五社联动”服务运

行机制。通过实施以“社区为主

导、社会组织为枢纽、社会工作者

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

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

工作机制，会同部门、群团、镇街、

社区推出“‘议’言为定”“爱心驿

站”“暑期课堂”等“五社联动”项

目，推动社区互助资源流动，将公

益能量延伸至居民生活，积极构

建集便民服务、公益服务、政务服

务为一体的参与式互助服务平

台。如桑墟镇通过“‘议’言为定”

决策农贸市场改造、“十里长街”

打造等民生实事项目 15 个；青
伊湖镇开发“文明小铺”积分制

小程序，推动村民行为文明化、

乡村治理智能化；沭城街道实施

“心连心关爱帮困”“红色代办”

“爱在社区”等志愿服务项目 10
余个，开展生活照料、精神陪伴等

志愿服务 50余次。
（据沭阳县人民政府官网）

江苏沭阳：深化“五社联动”机制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7
２０23．7.11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

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近年来，湖南省

长沙市坚持“党建引领、多元

共治”，创新社区与社会工作

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

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探

索推进“五社联动 幸福邻

里”工作，让群众在更多个性

化、精准化的服务中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