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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兵团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的

改革与发展，“兵团人从团场职工向社区居

民转变，兵团团场职工从农场工人向城市的产业工人转

变”，[1]从业的转变、居住结构的转变，都对兵团团场社

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发挥兵团团场

社区维稳戍边的政治功能、改善民生的服务功能、社会

治理的稳定功能，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关键。如

何有效地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激励社区工作者更

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适应兵团团场社区发

展的需要，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围绕

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这一主题，探析当前社区工作

者队伍建设的现状，并提出相关对策，为推动团场社区

改革，提升团场社区管理和服务。

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现状

（一）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成结构不够完善

笔者对农一师团场社区工作者展开了相关的调研，

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工作时间在三至

五 年 之 间 的 ， 平 均 年 龄 在 3 0 岁 以 下 。 男 女 性 别 结 构 较

为失调，大部分社区工作者为女性。在学历结构，全日

制大专的占大约65%，全日制本科及硕士以上学历大约

21%，还有部分是高中学历。并且大部分都不是社区工作

相关专业毕业。

（二）团场社区工作者承担工作任务较重，工作压

力较大

社 区 服 务 的 具 体 内 容 有 党 的 建 设 、 党 员 管 理 、 社

会事务、民政服务、劳动保障、文化体育教育服务、医

疗卫生服务、城市建设、环境卫生、文明创建和治理、

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综合治安和治理、普法教

育、法律宣传、民生优抚、扶助弱势群体等等。社区工

作者承担的行政事务也较多，他们的工作强度也较大。

（三）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专业化程度总体不高

从问卷调查看，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工师持

证率不高，部分专业不对口，从整体看，学历结构不够

合理。从团场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看，立足于居民

自身感受，回答题目“在个性化服务方面，比如在心理

咨询、健康保健等方面社区能及时提供服务”，近90.5%

的居民选择“非常需要”，在回答题目“为社区居民提

供的各项服务能够满足居民需求”，约28%的居民回答

“一般”，“社区工作者人员配备充分，素质较高”，

约23%的居民回答“一般”，从回答情况看，团场社区工

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不能完全满足社区居民多样

化的需求。

（四）团场社区工作者培训机会较少

在 访 谈 中 ， 了 解 到 团 场 社 区 工 作 者 主 要 参 加 “ 两

委”培训，主要是围绕社区工作方面对应的岗位培训，

职业资格培训，参加一师党校培训和疆内培训，一般去

内地培训较少，对于社区“两委”委员和其他公益性岗

位普通社区工作者名额有限，难以激发社区工作者队伍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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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者在发挥团场社区维稳戍边的政治功能、改善民生的服务功能、社会治理

的稳定功能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兵团非常重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取

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但团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水平还不够高，存在着队伍组成结构

不够完善、承担工作任务较重，工作压力较大、队伍建设专业化程度总体不高、培训机

会较少等问题。应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推进团场社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升团

场社区工作者的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努力打造一支综合素质强、业务精湛

的职业化、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团场社区治理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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