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陈存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

示，党的二十大对社会治理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二十届二中全会

又决定正式组建中央社会工作

部，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

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他认为，

社区治理肩负着夯实政权基础、

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的重大使命。城乡社区工作委员

会通过举办这次推进会，让各地

的委员单位分享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区治理经验，十分必要，很

有意义。

陈存根提出了三点意见：一

是充分认识共建共治共享在城

乡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二是

切实增强城乡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的高度自觉，三是充分发挥社

会工作在城乡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中的专业力量。他表示，社会

治理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我

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社

会治理变成亿万人民共同参与

的生动实践，真正让群众成为社

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和最大受

益者，充分调动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

者和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构建

多方参与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

陈存根强调，推进社会工作

服务新时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让党的群众工作

与社会工作有机结合，促进城乡

社会治理创新，应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从“社工理论中国化、社

工工作组织化、社工队伍职业

化、社工服务专业化、社工经费

预算化、社工发展法治化”六个

方面加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

业化建设，紧密结合社会工作队

伍建设和行业发展实际，做好顶

层设计，推动并加快社会工作立

法进程，建立健全有利于社会工

作发挥作用的机制，让社会工作

真正成为广受尊重、人人羡慕的

职业。

陈存根最后指出，简洁而凝

练的“共建、共治、共享”三个词，

凝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全

国人民社会治理探索的集体智

慧，既是对过去我国社会治理实

践探索的总结，也是给未来社会

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

标、新任务、新要求，从根本上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定位，

饱含着对全体人民的热爱，对全

体人民参与权利的尊重，对全体

人民利益的敬畏。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心

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

处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

新格局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委员戴爱姣，大同市政协副主

席、平城区委书记李继忠在会上

致辞，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

唐忠新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共大同市平

城区委、平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平城区民政局协办。近年来，

大同市平城区积极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引导当地城乡社区充分

挖掘并整合多方资源参与社区

共建，初步构建起了社区多方共

治机制，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效

能，提高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满意度，受到各方专家的高度认

可。会上，大同市平城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东营市垦利区、鹤

壁市淇滨区等区（县）的五个单

位分别进行了主旨发言和经验

交流，相关专家学者对这些经验

发言一一做了点评，陈存根与戴

爱姣分别为这些单位颁发了专

家点评证书。

为推进全国委员单位在中

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征程上心

连心、肩并肩，城乡社区工作委

员会执行主任、总干事杜传宇在

会上宣读倡议，与大同市平城区

等十多个省市的委员单位代表

联合发起“社区治理·结伴同行”

倡仪。

当天下午，全体与会代表在

大同市平城区的安排下，到开源

街道民和社区、水泊寺街道文兴

社区和平城区社区治理创享中

心进行了参访学习。大家纷纷表

示，平城区立足实际，认真扎实

工作，切实让居民群众共享了发

展成果，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全国城乡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推进会
在山西大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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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推进城

乡社区与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

动”机制，为基层开展“五社

联动”的具体实践提供方法

和路径指引，杭州市民政局

日前印发城乡社区“五社联

动”工作指引（暂行）。

文件要求，大力深化“五社

联动”机制，进一步明确“五社”

职能定位，厘清联动模式机制，

推动“五社”主体扩量、服务提

质、联动增效，更好地发挥多方

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和服务

的功能，打造具有杭州辨识度的

“五社联动”标志性成果，助力构

建“三民五心五高”的现代社区

治理共同体。

其中提到，立足社区发展实

际，科学设计联动机制，充分发

挥社区平台优势，社会工作者专

业优势，社会组织载体优势，社

区志愿者群众优势和社会慈善

资源优势，着力构建“五社”要素

有效联动、组织力量全面融合的

社区服务网络。

紧盯居民需求，在“一老一

小”“一残一困”服务保障、物居

业三方协同、社区更新改造等领

域重点发力，回应民生关切。以

“五社联动”试点建设为抓手，提

升实战实效，加快打造一批可

看、可感、可推广的实践成果，为

全市探索经验路径。

文件明确了联动程序。

一是明确需求。精准回应社

区居民的多元需求是“五社联

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要

牵头会同“五社”主体开展需求

调研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走
访+座谈”等形式以及“民意圆桌

会”“民生议事会”等平台，广泛

搜集汇总居民普遍关心关注的

社区热点需求、焦点问题，及时

梳理形成需求清单。

二是策划项目。社区会同

“五社”主体对收集到的居民需

求进行分析，将多元化、差异化

的居民需求转化为社区服务项

目。社区要广泛问计于民，引导

和动员居民参与需求分析、项目

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

三是实施推进。社区以公益

创投、联建共建清单、民生微实

事等形式发布项目，并动员“五

社”主体积极参与承接。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志愿服

务队伍自发开展社区服务项目

时，也可以通过“揭榜挂帅”的方

式公布合作需求，联动其他“五

社”力量参与。项目实施期间，社

区可邀请居民参与，助力项目有

序推进。

四是绩效评估。社区组织

对“五社联动”服务项目的实施

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评估内

容包括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服

务质量、社会效益、居民满意度

等，重点关注居民的获得感、参

与度和满意度。把评估结果作

为查找短板、推动工作的重要

抓手，进一步提升完善“五社联

动”机制。

针对“五社”的功能要素，文

件也列举了相应的联动模式。

如，文件提到，对于辖区内社会

工作机构发展基础好，社会工作

者专业能力突出的社区，要立足

“五社联动”机制，更好地为社会

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搭

建平台、畅通渠道。要通过“社会

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联动，发
挥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组织谋划、

示范引领、培训督导方面的作

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向更高水

平发展；通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联动，发挥社会工作者

在志愿者招募、组织、管理、培训

和监督方面的作用，推动社区志

愿者向更高程度的组织化、更大

的规模发展；通过“社会工作者+
社区居民”联动，运用专业方法

设计“时间银行”“社区公益积

分”等志愿服务机制，更广泛地

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此外，文件还明确了市、县

两级民政部门和街道（乡镇）、城

乡社区在“五社联动”工作中的

职责定位和工作分工，推动建立

上下联动、运行顺畅的推进“五

社联动”工作机制。

文件强调，各地要将“五社

联动”作为推进现代社区建设的

重要抓手，加强统筹协调，对标

落实省、市关于实施“五社联动”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各项部署

要求。民政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

职能，将“五社联动”纳入年度考

评体系，加强督促检查，细化考

核评价，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杭州印发城乡社区“五社联动”工作指引（暂行）

7月19日，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城乡社区工作委

员会主办的全国城乡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推

进会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来自全国十四个省份的委员单位、

有关单位和机构代表近360人现场参加会议，1300余人线上

参会。会议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相关精神和要求，

推动全国委员单位开展共建共治共享优秀工作经验交流，促

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 本报记者 皮磊

委员单位代表联合发起“社区治理·结伴同行”倡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