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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形成了上下信息衔接、工作联动、管理服务相接的

信息化动态管理机制。二是突出民生事务的管理和服务，

在 社 区 建 立 了 民 生 事 务 平 台 ， 网 格 员 负 责 收 集 房 屋 、 人

口、基础设施和辖区单位等信息，统一录入“民生事务信

息平台”，建立辖区基础信息数据库。同时还为辖区内的

每户居民建立信息档案，并发放索引卡，为居民提供大病

救助、城乡低保和医疗保险等16个服务项目。凡需要办理

民生事项的居民信息卡，在便民服务大厅登记后，由社区

干部全程给予代办，居民只需通过手机短信或电脑上网就

可查询所办事项的进展情况，大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方

便了群众。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特别是民生事务平台

的建立，提高了社区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简化了群众办

事程序，降低了群众办事成本，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拉近

了与群众的距离。

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体制不顺，职责不清

社 区 工 作 呈 现 “ 上 面 千 条 线 ， 下 面 一 针 穿 ” 的 工 作

现状。按照我国宪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

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健康发展有赖于充分发挥居民

自治的效力。然而现实生活中居委会却承担了大量的行政

性工作，扮演着政府下属行政机构的角色，当前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方式仍然以行政指挥为主导，把社区工作等同于

完成部门交给的任务，从而形成对政府的依赖性，社区工

作尤其是社区服务比较滞后。街道办事处、政府职能部门

与社区居委会法律意义上的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

系，演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社区居委会

很大程度上成了政府的准下属机构。致使社区工作者感到

工作和精神上疲于应对，使得社区居委会事实上的自治能

力大大下降。

（二）社区干部队伍力量薄弱，待遇偏低

部分社区工作者由于年纪轻，缺乏经验，对社区工作

的专业技能未较好地掌握，而且部分人员还不能够安心工

作；社区工作者男性偏少，对某些工作开展不利，由于社

区承担的任务重，聘用人员的工资又少，收入与承担的责

任严重失衡，既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更不能激发社区工

作者的潜力；部分社区工作者由于年龄较大，工作效率不

高，知识更新也较慢，缺乏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

（三）社区成员热情不高，参与不足

尽管社区居委会明确了工作职责，制定完善了工作制

度，但类似社区议事协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以及社区驻区

单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社区参与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社

区居民群众、成员单位、驻区企业等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动关心、关注

社区建设的更少，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特别是社区居委会与辖区单位“共驻共建”机制尚未成为

建设的强大力量，未能在沟通社区资源、提供专业化服务

方 面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这 就 不 利 于 社 区 自 我 管 理 、 自 我 服

务、自我教育功能的实现。

（四）社区设施不全，办公经费不足

“ 三 有 一 化 ” 虽 然 得 到 了 初 步 落 实 ， 但 社 区 目 前 县

财政年拨款5万元，再加上以奖代补资金，合计在5.5万元

左右，加之“费随事转”不能落实，而社区自身投入能力

有限，使得各项管理水平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社区工作的开展，成为制约社区健康发展的

“瓶颈”。

社 区 办 公 条 件 和 公 益 性 服 务 设 施 欠 缺 ， 没 有 自 己 的

办公场所，长期租赁地方办公，公益性服务设施不全，更

无应有的活动场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群众的基本服务需

求。加之社区无经费来源，有时连日常所用的电费、办公

用品都难以维持。

思考和建议

（一）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强 调 指 出 ： “ 法 律 的 生 命 力 在

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根

据宪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定

位、选举制度、办公用房、干部待遇等做出明文规定。确

立街道办事处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在法律意义上的指导与协

调、服务与监督关系，避免将行政任务直接转嫁给社区，

对交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办理的事项实行“权随责走，

费随事转”，对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完成的工作，各部门

应把相关权力和工作经费下移到社区居委会，凡没有匹配

经 费 的 工 作 ， 社 区 有 权 予 以 拒 绝 。 这 样 可 以 缓 解 “ 两 委

会”无心也无力开展自治状况。

（二）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提高待遇

一是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管理信息

系统，整合辖区内的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救助、

治安巡逻、慈善公益、纠纷调解、敬老优抚、法制宣传等

方面的作用。二是协管员队伍。组建由辖区“五老”（老

党员、老干部、老职工、老战士、老模范）为主体的社会

协管员队伍，建立考核奖励机制，让他们担当起治安防范

巡逻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治安动向信息员、服务群众联

络员、综治工作宣传员的“五大员”责任。三是建立合理

的薪酬机制。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区专职工作者

的实绩，逐步提高他们的工资报酬和相关福利，明显提高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待遇。

（三）增强社区成员参与的热情

凡 是 居 住 在 社 区 的 各 级 机 关 、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所 有 在

职党员，都要到居住地社区报到，亮明身份，接受监督，

参加服务，根据本人的兴趣特长，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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