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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类型 B〕

〔是否公开 是〕

西民函〔2023〕58号

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79号
建议答复的函

王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社区公共空间的探索和运营的建议》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随着城市的更新建设，原来的小区、院落变成了高楼，甚至

邻里变成了陌生人，很多开发商在小区建设时，规划了一些架空

层等公共空间，且未合理使用，导致公共空间的长期闲置，出现

了私自占用，环境卫生脏、乱、差，直接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质量，公共空间的维护和改善已成为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同时，

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影响着居民参与社区互动

的频率和效果，有利于化解社区矛盾冲突，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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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帮助社区探索成立社区基金，引入商业

化运营，打破社区服务限制，将空间面向社会化开放。给予专项

资金支持，加大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让更多优质的社会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1.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帮助社区探索成立社区基金，引

入商业化运营，打破社区服务限制，将空间面向社会化开放。

社区公共空间是陌生人社区向熟人社区转变的空间安排，是

居住区转型为社区的基础性要件，也是让社区集体行动得以可能

的社会建构。现在，有的社区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离作为“亲密友好的生活共同体”的社区还有不小差距，其中可供

居民自由散步、亲子活动、邻里互动、健身娱乐等具有家园感的

公共空间不足，甚至严重缺损，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短

板。提升社区公共空间治理要扩大街道、居委会自主权，委托社

会组织运营，发挥其在社会工作方法方面的专业优势。

202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云南省“十四五”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云政办发〔2022〕29号）、昆明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随即出台了《昆明市“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昆政办〔2022〕77 号），在健全城乡社区服务机制、促

进多元主体参与一条中提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励

政策，培育扶持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支持群

团组织、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服务行动，推动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联动开展服务。支持社区服务企业发展，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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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市场主体进入社区服务领域，鼓励开展连锁经营。探索通过

“以场地换服务”、优惠租赁等方式发展社区服务业。支持引导驻

区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停车场地、文化体育设施、会议活动场地

等资源。”目前西山区乃至整个昆明市在社区空间换服务方面的

探索还很少，一方面缺乏制度创新，省市区没有统一且科学规范

的制度文件以及操作指南，另一方面实践探索的力度还不够，社

区在该领域未能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实践案例，反

过来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性制度。

但其他先进地区探索出了很多成功的实践案例值得大家学

习借鉴。例如上海、成都等在社区基金参与社区治理、空间换服

务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工作思路和

工作模式的冲击。2022 年西山区出台了《西山区关于创新党建

引领“五社联动”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实施意见》（西办通

〔2022〕54号），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社会慈善资源的补充作用，

有条件的社区探索建立“社区基金”，以民间基金会、企业、爱心

商家等社会性资本投入为基础，区级财政配比投入种子资金，形

成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社区服务专项基金，以项目化方式助力社区

服务发展。2022年，部分项目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社区基金。2023
年区民政将联合区委社工委，一起推动社区基金的建立。在区级

层面成立社会治理基金，支持有条件的社区成立所属的社区专项

基金，充分发挥基金在有效调动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公众积极参

与、快速响应社区需求、共同协同解决社区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

通过“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的理念将更多的社区居民联系在

一起，通过“社区需求社区解决”，将更多社会资源惠及社区治理

各个领域，以小资金撬动大服务，用小投入激发大活力，真正打



— 4 —

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推

动形成以基金为纽带、协同联动为方式、公益项目为核心、专业

服务为支撑、多元参与为保障的基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西山实

践之路。

（二）希望政府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加大对政府购买服务

的资金投入，让更多优质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区委、区政府历来重视社会组织发展，近年来持续在社会组

织培育基地、“三社联动”和“五社联动”、街道社工站（学校）社

工站建设、婚姻家庭辅导、流浪乞讨、儿童之家建设等领域，通

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开展专业化服务，累计投入资金

1700 余万元。可以说西山区的社会工作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西山特色的“需求共应、问题联治”社区治

理服务实践模式，也涌现出一系列“需求共应、服务共享”基本民

生服务经验做法。下一步西山区将不断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

力度，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争取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地区在社区基金运

营、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等方面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结合

我区目前正在推进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开展一些有益

探索，强化结果转化，将一些成功的经验模式以制度形式加以固

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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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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9月 26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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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