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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管理重心的下移，基层社区开始承

担起动员社会力量和调动社会积极因素，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社会管理职能。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有效的社区

建设，有利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巩固社会的稳定团结，有利于

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近年来，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社区（四

川北路街道）“平安建设”取得了明显改善，实现了从案件频发到治安

明显改善的转变，居民对社区公共安全的满意度达到80.27%（上海零点

调查公司2006年数据）。2007年2月，四川北社区荣获“上海市平安社

区”称号。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四川北社区建设理念的深刻转变，

即以“平安稳定”这一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突破

口，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的进程中，通过扩大居民的民主参与，促进社

区民主建设、社区治理建设与社区和谐建设。 

  民主参与推进平安建设 

  四川北社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在给这个老城区带来生机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难题，例

如，人员构成复杂、人口流动性大、房屋结构老化、公共安全设施缺乏

管理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社区平安建设的瓶颈，也成为摆在社区管

理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如何顺应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趋势，发挥居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将平安建设引向深入？四川北社区在积极探索“大包围、小分割”社区

安全管理途径的同时，尝试借助社区“三会”制度，以居民民主参与方

式推进“物防”、“人防”建设，逐渐形成了平安建设的长效管理机

制。 

  “物防”建设，看似简单的物质投入，其实涉及到各方利益，需要

加强协调、平稳推进。在这方面，四川北辖区内的海南居委会作了积极

的探索。居委会依托居民代表大会，发动辖区内的干部群众集思广益，



确定了“物防”方案，即，按照自然地块划分辖区内的“敞开式”弄

堂，使之形成若干个小区，通过各小区各自安装防盗自控门、各自把关

的方式，推进“物防”建设。在全面实施方案以前，居委会先选择了82

弄、250弄两条弄堂和辖区内的一幢楼房作为试点。4扇自控防盗门建成

后，安保效果立竿见影。试点地区的有效推进，“说服”了社区内其他

居民，“物防”设施———防盗门的安装，开始在整个社区有序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相关部门始终坚持听证会制度，在广泛征询居民意

见、与群众深入恳谈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安装防盗设施。仅安装18扇

铁门，社区就开了18次听证会。 

  防盗设施安装中还遇到一个难题，即由谁出资的问题。在动员居民

集资的过程中，社区依据实际情况，在征得居民同意的基础上，制定了

出资“规则”：凡是安装防盗自控门的小区，每户出资约100元，超额

部分由居委和赞助单位解决。由此，引出了硬件投入“三个一点”（即

居民出一点儿、单位资助一点儿、街道出一点儿）的筹资方式。这样，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组合方式，赢得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加快了

“物防”进程。而居民有限出资规则的出台，也凸显了社区居民的主体

地位，提升了人们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加强了居民对于社区的认

同感。 

  “人防”建设也有一个如何协调和公众参与的问题。在防盗门安装

后，四川北辖区内的多伦小区居委会，对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制度进行了

改进和完善。他们推出了一些力度较大的举措：每日定时进行安全巡

查，进行防火防盗宣传。各个弄口的铁门，即使在白天关大门开小门

时，也会安排一至二名志愿者配合看护；晚上23：00至次日凌晨5：

00，则由门岗值班人员落实关门开门制度。小区内的4扇自控门，则实

行24小时全封闭。一些社区志愿者，主动承担了夜班的工作，晚归的居

民只要按一下门铃，值班人员就会来开门。社区还组建“三防服务队”

（防盗、防火、防灾），轮流在夜间巡逻，并与专职的“社保”队员相

互配合。这些都成为有效减少治安案件的切实举措。 

  加强“人防”，还需要“骨干成员”的带领。共产党员与群众团

队，在平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社区结合党员“先锋楼组”创建工

作，向党员提出应“管好自己的事，关心楼组的事，参与社区的事”的

要求，在实践中，则积极推动他们带领居民，参与楼组和社区事务，有

效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社区充分动员各种群众团队，积

极参与社区安全服务工作。这几年，在党员、群众组织和居民的共同参

与下，社区入室盗窃案、非机动车失窃案和各类刑事案件出现了明显的

下降趋势，就连车辆乱停放、通道脏乱差、铁门管理、老公房电线老

化、小区养犬、违章搭建等长期困扰社区居民的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

解决。 

  可以说，居民的自愿参与，是社区平安建设的重要支撑。四川北社

区平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政府有效引导和志愿者积极带动下，居

民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社区公共空间，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维护社

区公共利益；政府则通过完善参与载体，巩固和提高了公众的参与程

度，形成了更多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网络”。 

 



 
  多方协同形成共治格局 

  在社区中，多样化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日益发育，例如，社会团

体、驻区单位等，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也愈

益显著。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党组织、政府与这些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形成多方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成为平安建设以

及社区建设中，另一个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在创建安全网络的同时，四川北社区积极探索多方协同机制。街道

综治委作为社区治安的主要管理机构，全面加强了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

机制。比如：针对本地区的整治重点以及常发易发的治安突出问题，广

泛发动干部群众，积极组织、协调派出所、工商所、城管监察等职能部

门，分清职责，明确任务，扎实推进本地区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

治工作。在虬江路旧机电市场等治安复杂区域，适时组织治安整治清查

活动，开展对发廊、足浴店、废旧金属回收站等行业的整治活动，并重

视日常巡查等常态管理，使本地区治安环境取得了根本好转。 

  同时，社区也积极加强政府—社会联动机制的创设：建立了居委干

部、社区民警与专业社工的联动机制，努力提高对社区重点对象的教

育、管理、服务工作；调整充实各居民区房屋租赁治安专管员，完善街

道、派出所对居民区房屋租赁治安专管员队伍的日常管理机制和考核机

制，有效地落实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此外，社区还积极动员社

区单位，形成多组织参与的机制：在防护设施建设中，积极动员社区各

单位筹集资金，无偿支援社区平安建设；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

式，为社区居民引入专业法律服务，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等，有效

地化解了社区矛盾，促进了整体社会环境的安全和谐。 

  此外，街道党政组织充分利用社区代表大会这一社区共治机制，积

极探索由社区居民、驻区单位、民间组织、群众团队和社区党政组织代

表共同参与的民主治理模式，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调动社区各方参与

社区建设管理的积极性，形成社区各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四川北社

区在社区代表大会的基础上，选举成立了由社区内居民、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部队代表、知名人士组成的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使社区自

治组织更加健全、自治功能更为完善。三年来，在社区平安创建中，无

论是对辖区内安全防护设施建设、社会防控体系完善，还是对其他各种

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都充分发挥了对街道

各项工作的建议权、配合协调权、巡视检查权、民主监督权、询问知情

权，成为社区参政、议政、监督的主体。通过协同社区内不同骨干单

位、不同利益团体、不同层次居民群众的要求，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在

社区群众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广泛地反映民意，进一步推进了社区公

共安全环境的创建。 

  四川北社区在“平安建设”这一社区治理过程中，坚持了“政府主

导、群众参与以及多种组织协同”的推进模式，这不仅促使社区公共安

全的面貌焕然一新，也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入发展，从而为和

谐社会建设打下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拓展社区共治新空间 

  社区平安建设，是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组成部分，

也是与社会成员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社会工程。它离不开党和政府的

有力领导，也离不开社区组织，例如驻区单位、群众团体，与广大居民

的广泛参与。也正因如此，“平安建设”具有了“麻雀”的典型意义，

通过解剖这只“麻雀”，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和谐平安社区建设，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也是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推

进过程中，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能够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能动

性，提高社区参与的积极性等。胡锦涛总书记3月7日参加政协委员联组

讨论时指出：“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建设，其本质在于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人民

群众的主体性，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从四川北社区平安建设可以看出，

只有真正将百姓的需求、利益，纳入到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实施的过程

中，才能够真正提高居民参与、建设、管理与服务的意识与行为，增强

他们的社区认同，从而促进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在推进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过程中，

实现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社区共治的格局。正如十六

届六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发挥驻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

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

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四

川北社区的实践说明，政府要有意识地拓展社区公共空间，搭建社区居

民参与的平台，有利于不断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

同感。只有使社区参与具有持续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社区是个

家，建设靠大家”的共建共享理念。 

  三是，党组织有效开展和实施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化，是推进社区

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主导因素。在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党组织必须着

眼于增强服务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观念，才能够提

高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做好发展民利、解决民困、维护民生的工作，从

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执笔：日月、张虎祥、慎

仁、沈启容） 

 

来源：《解放日报》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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