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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 A 〕

〔是否公开 是〕

西民函〔2022〕47号

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73号
建议答复的函

孙香元代表：

您提出的《总结推广社会组织服务有益经验，发挥社会工作

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发展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浙江省诸暨市重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全面总结提升形成“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

山区广福社区、棕树营社区与社工机构合作，以社工工作站、儿

童之家等方式为社区群众提供“一老一小”的人性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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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服务，凸显了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润滑剂”的作用，

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因缺乏政策、经费等的支持，社会工

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建立对广福社区、棕树营

社区前期社工工作者进行总结，特别是在“党组织和党员到社区

双报到”、公安机关“枫桥式派出所”创建的有利条件下，扩大

社会组织服务试点，把发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作为社

区工作的创新点，推进社区共治共建。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感谢您对西山区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模式进行的有益思考。首

先将近年来，我区在持续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聚焦社区治理

难点问题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人

才、社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初步形成社区治

理新格局的工作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是融合推动，搭建多元社区治理平台。搭建区、街道、社

区“三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2014 年成立云南省首个县

区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社会组织

无偿提供从注册成立到承接项目的全程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培育了省市知名的春熙、壹欣等社区服务类专

业社会组织 35家，为社区治理注入专业力量。搭建“1+10+X”三

级社工服务枢纽平台，2021年成立 1个区级社工总站、10个街

道社工站，在有条件的社区成立 X 个社工分站，协同开展社区

治理，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志愿者、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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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搭建专家支持

平台。成立兴滇人才、民政部城乡社区治理专家领衔的“西山区

向荣专家工作室”，组建多元城乡社区治理专家库，开展系列社

区治理课题研究、人才培训，为西山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提供

建设性指导意见。

二是聚力联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专业社会组织

深度参与社区治理，40 多家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治理一线，提

供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障康复、困境人群、志愿服务、

社区微改造等多领域的专业服务，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从粗放式向

精细化转变。社区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持续加大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力度，调动发挥“社区能人”的牵头作用，组建文体

类、志愿服务类、自助互助类、医疗服务及法律宣传类等社区社

会组织 800多个，引导社区居民有序开展自助、自治。专业社工

人才扎根社区提供个案辅导、小组服务、心理咨询、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孵化等专业服务，全区拥有专业持证社工 700多名，为探

索社区与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

专业人才支撑。依托昆明市志愿服务网和“西山 e志愿”，倡导各

类志愿者入网，2021年在各系统中登记注册志愿者总数 17.58万

人，志愿服务组织 879个，发布各类服务项目 2万余个，服务总

时长达 120余万小时，引导和支持各类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参与社

区治理。

三是项目带动，整合多种资源融入社区治理。聚焦老旧院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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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公共环境整治等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通过项目化的方

式着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逐步形成由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力量协同的“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将问题

和矛盾化解在社区。2015 年以来，西山区累计实施各类社区治

理项目 110多个，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社区治理项目品牌。如马

街北路社区“老旧院落更新”项目，有效凝聚人心、转变居民意

识，解决了老旧小区院落治理、微改造等问题；如秋苑社区“碧

鸡广场协同治理”项目，通过定期议事协商会议等方式，有效解

决广场噪音扰民问题，逐渐形成广场文体队伍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自我监督与自我教育的长效机制；针对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不断探索社会组织服务群众新路径，

实施了一系列关爱困难群体、服务群众的“五社联动”社区服务

项目，有效提升服务群众水平。涌现出永兴路社区“百项服务进

社区”、华昌路社区“爱心驿站”、盛高大城社区“邻里守望服

务站”、红星社区“社区大学”等一批优秀项目，直接受益群众

80 余万人次。金碧街道复兴社区、前卫街道广福小区社区被列

为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创建省级城

乡社区治理试点 3个，市级城乡社区治理试点 18个，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经验多次被民政部《社区》和《乡镇论坛》、

《中国社会工作》等点赞推广。

其次，对您提出的：“出台相应措施，推动社工服务项目化、

标准化，完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矛盾化解、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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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等的体制机制，促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社工服务落

地，让社工工作成为社会治理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开展“党

建+”品牌创建。发挥社区党建在社工工作当中的引领作用，实

实在在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亮身份”“我为群众办实事”，发动

党员积极参与公益服务，带动广大群众参与热情，形成“党建强、

服务强”的社会治理新态势，为社区社工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注入

红色能量，打造党员志愿服务“党建+”品牌。扩大优势项目试

点。探索发挥社区纽带作用，社区工作服务站（点）牵引，调动

辖区单位场地、人员等资源支持，以群众最关心关注的“一老一

小”特殊人群为重点，在行政经费补助困难的情况下，采用“专

业社工服务机构特定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小微项目”模式，

实行有偿低偿的收费服务，解决学生上课离校、假期的托管问题、

老年人的看护难题。在此基础上，可以“一社区一品牌”的方式，

推进开展平安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等项目，有效发动社区居民有

序参与社区治理，营造社区生活共同体，增强社区归属感，推进

社区共治共建。”的建议，非常切合我区工作实际，对我区下步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意见。我局将结合目前推

进的街道社工站建设运营、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社区治理创新、

学校社工站试点、七彩童行项目实施等重点亮点工作，给予有针

对性的借鉴和采纳。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我区的城乡社区

治理创新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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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局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继续着力抓好我区的城

乡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

依托区级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和 10个街道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打

造区、街道、社区三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服务平台，为同类型社

会组织提供初期孵化、政策咨询、能力建设、人员培训、项目指

导等集约化服务，实现全区社会组织“质”“量”双提升。二是

要持续探索推广以社区平台、以社会组织载体、以社工人才为支

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

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完善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

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的服务

工作体系。建立“五社联动”项目化运行机制，畅通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联动志愿者参与社区事务、维护社区利益、救助困难

群众的渠道，发挥多元主体在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及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依托“向荣专

家工作室”等平台，通过培训、督导、个性化辅导等方式，培育

一批政治功能好、承接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继续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育及引进力度，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人才

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打造一支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四是

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中国社区报”、

“全国社工宣传周”等契机和平台，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

理的典型案例宣传力度，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知晓度、

认同度和参与度。及时梳理总结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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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对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的案例经验在全区乃至省市层面

进行交流和推广，不断扩大创新成果影响力。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2022年 11月 3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雕 联系电话：6822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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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区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