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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包含社区管理人才职业化标准体系的构建，职

业化培养、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的确立以及职业道德培

养等多个方面。就政府来而言，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做好社区管理人才引进的顶层设计及发展规划，找准吸

引社区管理人才的工作重点，优化社区管理人才选拔机

制，科学制定社区管理人才行业标准，打造好社区管理

人才职业发展生态环境，加大社区管理人才引进的配套

支撑力度，规范社区管理人才培训体系，让更多的优秀

人才充实到社区干部队伍之中。

二 是 加 强 与 高 等 院 校 的 联 系 与 对 接 。 高 等 教 育 作

为教育体系的塔尖，其自身培养的学生是优质的人才资

源。胜任力的各方研究中也多次提到，管理者的胜任力

与 自 身 的 知 识 、 技 能 、 核 心 能 力 以 及 个 人 特 质 密 切 相

关。坚持与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对接，重点选拔与危机管

理相关的社会学、行政学、心理学、管理学、卫生防疫

等专业的毕业生。与此同时，可以参照既往选调生的成

熟管理模式，加大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的福利待遇保障

力度、完善职业发展晋升体系，建立科学的工作评价标

准，营造良好的社区工作氛围及环境。吸引更多的优秀

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为社区管理人才队伍提供供给，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缓解社区管理及工作人员不足的状

况，从而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5]在社区

管理人才队伍引进上，还应注重城市的高等院校对人才

队伍补充的支持，院校所在城市的毕业生对城市发展状

况更为了解，更能够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脉络及方向，也

更有着深厚的城市归属感，在实现在自我职业发展及价

值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

三 是 鼓 励 干 部 到 社 区 挂 职 锻 炼 。 社 区 作 为 基 层 一

线，是检验干部干事创业的“主战场”。选拔有能力、

有干劲、有想法的干部到社区一线挂职工作，一方面可

以 快 速 充 实 社 区 管 理 人 才 队 伍 ， 为 社 区 发 展 注 入 新 思

想、新理念、新活力，实现干部培养、干部成长与社区

高 质 量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 另 一 方 面 挂 职 干 部 在 实 际 工 作

中，能够把社区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进一步发挥了解

社区、熟悉基层一线的工作优势。与此同时，挂职干部

还能够准确地将上级的工作思路以及规划发展及时传递

给社区，发挥宏观指导工作优势，并为以后上级部门在

制定社区发展政策时，提供科学化的建议。

（五）完善、建立社区干部的容错机制

容错机制的建立，在提升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

工作中，社区干部需要面临处理方方面面的社区管理事

务，工作具有基层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困难性等属

性。在此背景下，应大力保护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具有较

高积极性的社区干部，避免多干事多犯错多问责的不良

现象发生。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容错机制的法制化。容错机制的核心出发点，

在于正向的激励社区干部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过程中，

放下心理负担，大胆地开展工作。但是容错机制并不代

表社区干部可以违纪违法，容错的边界应当建立在不违

反法律法规、不影响组织根本利益、不伤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建立容错机制的法制化过程中，

一方面，要以党内法规为基本出发点，法律法规为基本

准 绳 ， 从 而 确 保 容 错 机 制 的 合 法 性 、 合 规 性 以 及 有 效

性。 [6]另一方面，容错机制法制化建设工作中，要充分

融入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区分开来”指导思想，要体

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容错法制化与人本观念并不冲

突，好的容错机制应具有温度及人情味，要充分考虑到

社区干部在推动改革及工作创新发展过程中，因无意过

失所导致的工作错误。

二是容错案例的具体指导化。发挥指导性容错案例

对社区干部的工作容错的认定，可以为后续发生的类似

案例裁决指明方向和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限空间，维

护裁定统一性、权威性以及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着重要

的意义。在容错案例的遴选与征集方面，一方面应建立

系统化的容错案例库，对既往的案例进行广泛搜集，筛

选出具有典型及普遍指导性意义的案例。其中，对于遴

选出来的容错案例还要进一步深入剖析，分析其中的错

误要素、错误成因、解决措施以及案例启示，这也是容

错案例指导化的核心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容错案例的

编制要包含容错案例的背景、关键词、处理结果等部分

构成，这样可以为容错案例指导工作实践提供清晰的逻

辑框架及工作行为指引。[7]

三是容错机制的多元监督。容错机制的多元监督主

要分为内部监督、上级监督与社会监督三部分构成。[8]三

个监督主体的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监督体

系，确保了容错机制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合理性。在内

部监督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监督部门及案件经办人的主

体责任，对社区干部的容错界定、办理，建立定期回溯

工作制度。通过“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工作偏

差。与此同时，对误判、错判案件要进行刚性的追责及

反思，并及时公开消除对社区干部容错的错判、误判的

负面影响。从源头上保障社区干部的职业发展权益，激

发社区干部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的内生动力。在上级监

督方面，要定期对基层部门进行容错案件工作的考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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