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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容错案件的工作透明度。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

保障社区干部的根本权益，让其安心工作，敢于大胆地

开展工作。但是实际工作中，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容错

案例信息公开透明度不高，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

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

社区干部胜任力提升路径

（一）激发社区干部的应急管理知识的学习动力

一是社区干部要具有自我学习的工作理念。大型公

共卫生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以及波及范围广的特性，

对社区干部的胜任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树立起良

好的自我学习的理念，与时俱进地汲取新的管理理念和

应急管理知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治

理及应急处置中取得先机，肩负起高效能的应急处置重

任。社区两委还应开展以社区党委书记领衔的组织化学

习活动，切实发挥好组织的保障作用，为社区干部营造

浓厚向上的学习文化氛围。

二是建立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学习长效机制。

社区干部的学习动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内驱动

力 ， 另 一 方 面 来 自 外 驱 动 力 。 只 有 细 化 及 明 晰 学 习 时

间、内容、目标及奖惩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发社区

干部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知识的学习内外驱动力。

与此同时，还应将社区干部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知

识 学 习 中 的 表 现 与 绩 效 奖 励 、 晋 升 考 核 体 系 进 一 步 关

联，学习成效显著者予以奖励表彰，学习效果不佳者予

以 适 当 惩 戒 。 通 过 建 立 危 机 应 急 管 理 的 学 习 的 长 效 机

制，可以进一步激发社区干部的学习动力，促成优秀的

学 习 习 惯 ， 也 能 通 过 榜 样 的 示 范 作 用 ， 营 造 出 自 我 学

习、干事创业的整体氛围。

三是建立健全学习成效评估及反馈机制。建立合理

的评估及反馈体系，重点对学习时长、学习能力以及学

习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并将其纳

入社区干部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还应完

善和细化学习成效的反馈和改进机制，对应急管理、业

务知识的学习结果进行定期的科学评估，将评估中发现

的问题立行立改，补齐短板，研究制定落实整改方案，

使应急管理、业务知识的学习效果得到切实的保障。

（二）完善和优化社区干部的长效培训工作体系及

培训方式

一是社区干部的公共卫生危机培训体系建设方面，

应在充分吸收和利用传统培训模式及理念的基础上，融

入现代化培训方式及方法，完善考核评估双向机制、激

励机制、构建“一体化”培训体系。在具体实际操作工

宽发展空间的工作相比，在吸纳高素质人才，进入社区

从事管理工作的核心竞争优势不够明显，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会造成高素质人才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 社 区 干 部 的 编 制 不 属 于 公 务 员 、 事 业 单 位 编

制，是一种“政府财政拨款”的特殊编制。社区干部虽

然承担了大量的社区综合事务性管理工作。但是社区干

部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保障，与公务员、事业单

位编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是现有的管理晋升模式，尚未建立起以业绩贡献

为衡量标准，来实现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身份

转换机制。社区干部的由“非公”转“公”，仍然要经

过传统的“逢进必考”的选拔方式。传统的选拔方式虽

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选人、用人以及留人的公平，但

是也会将一部分工作经验丰富，应试能力相对较弱的社

区干部拒之门外。

三是社区干部的工作属性具有责任大、事情多、权

力小等方面的问题。这种责、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会

在根源上对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带来负面的影响。综

上所述，由于社区干部的“非公”编制、职业发展保障

体系、社会福利待遇有待完善以及工作的责、权、利不

对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导致在吸纳高素质人才进入社区

从事管理工作的核心竞争力不够明显，从而造成社区干

部人才队伍储备不足。

（四）社区干部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容错机制体

系建设有待完善

社区干部的容错机制体系建设，是激发其在工作中

勇于改革，开拓创新重要的一环。当前，在公共卫生危

机管理中，社区干部的容错机制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不

足。

一是社区干部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容错制度还不

够完善。在危机管理中错误界定的边界还不够明晰，导

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模糊性、真空性等问题，缺

乏统一的程序标准。

二是缺乏社区干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容错案例的指

导清单。由于容错规则、容错条例、容错方式具有抽象

化的概念属性，不同的执行者在对概念化的理解存在偏

差，由于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容错案例指导清单，从而

导致在容错工作中，会出现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问题。

三是容错机制的多主体监督建设有待完善。公共卫

生危机管理的容错办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

干部的职业发展前景。这就要求不同的监督主体，对容

错办理结果进行分类监督，不同的监督主体之间要相互

制约。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公信力，提高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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