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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 再 组 织 化 ” 是 促 进 社 区 治 理 共 建 共 享 、 资

源整合的重要抓手。社区治理资源包括资金支持、技术

支持、人才支持等，其中，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党建引

领功能的重要基础。发挥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升服务

功能首要的是有扎实的人才队伍。在当前社区中，大部

分社区，尤其是老旧社区，存在党员干部年龄偏大、专

业化水平不高、缺乏工作热情等问题。社区干部队伍的

执政本领以及服务热情存在潜在风险。对于基层党政干

部 ，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意 识 形 态 问 题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

战斗堡垒。[5]首先，面对社区干部队伍中部分党员同志思

想僵化问题，党组织要充分加强党内组织力建设，发扬

宣传教育的优势，通过理论学习、榜样示范、实践导向

等方式，提高整个社区干部队伍的思想水平，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自身组织力。其次，针对老旧社区党政干部老

龄化问题，加紧培养青年社区干部队伍，鼓励青年大学

生投入社区治理，利用青年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创新性

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再次，对于社区干部队伍执政本领

缺失问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培养相结合的途径，既

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又提高服务居民的实践能力，提高

党员干部的自身本领。同时通过精简工作任务，细化工

作职责，尤其是一些行政性任务，减轻社区工作人员的

工作负担，努力打造一支工作热情高、服务水平好、专

业知识强的社区干部队伍。

（五）创新党建平台是打造社区治理新模式的实践

载体

新 技 术 革 命 发 展 冲 击 传 统 党 建 治 理 模 式 ， “ 封 闭

性”“碎片化”等问题严重阻碍社区发展，创新党建治

理平台是纠正社区治理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载体。坚持把

创新作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关键，从科学技术和治理

手段两方面入手，创新区域化党建和智慧党建等社区治

理新模式，更大程度满足社区治理发展新需要。首先是

科学技术，主要指大数据。社区组织要充分利用科学技

术这一生产力，发挥好大数据的作用，推动“互联网+党

建”“互联网+社区治理”等走进千家万户，提高社区

治理智能化水平。通过打造“智慧化”党建平台，利用

互联网支撑社区治理，推动社区服务精准定位，节省居

民群众时间，争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走路，提高社

区办事效率，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其次

是社区的治理手段，通过调整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的关

系，解决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存在的程序混乱、失职渎

职等问题。“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的关系，不仅是一种

领导与指导关系，更是一种共生共进关系，二者具有深

刻的内在联系。”[6]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借助网格化管

理规范社区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整合内部

管理机构，精简放权，激发社区内在活力，坚决避免不

能管、不敢管问题的出现，解决过度行政化难题。通过

创新区域化党建新平台，构建“自下而上”的五级联动

体系，组织动员网格内的党员和群众，将党组织的服务

延伸至社区基层，促进社区内部整体联动，打造社区治

理新格局，推动社区治理又好又快发展。

结　语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是实现社区治理“善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

以来，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社区治理的责任担当，创新

社区治理多元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本文通过理性

解读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探索社区治理

实践偏差并提出科学路径，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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