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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方式寻找用创新方式寻找““善治善治””金钥匙金钥匙
33天的学习培训天的学习培训、、55

场研讨交流场研讨交流、“、“夜场夜场””分分

组讨论……组讨论……99月月11日至日至

33日日，，由嘉定与市委党校合作举办的嘉定区领导干部由嘉定与市委党校合作举办的嘉定区领导干部

““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加强基层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专题培训班上，，身处社身处社

会治理重要岗位的学员同专研理论会治理重要岗位的学员同专研理论、、思考实践的各路思考实践的各路

专家面对面专家面对面，，不少眼下棘手的话题被抛到讨论台上不少眼下棘手的话题被抛到讨论台上：：基基

层队伍如何建设层队伍如何建设？？条块之间如何协调条块之间如何协调？？政社关系怎样政社关系怎样

看待看待？？……真知灼见和创新思考……真知灼见和创新思考，，在这里激荡在这里激荡。。

改革·新起点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保持小区环境卫生，能让你的房

价比周边小区高！上海某社区居委会

从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破解了居民

环保意识迟迟无法提高的难题。

在上海，关于社会治理的创新无

处不在。然而，上海街镇协会会长潘

烈青演讲一开始，就表示“社会治理”

并非空降而来，而是多年来上海持续

思考和探索的难题：“很多问题都是老

问题，收到的很多建议都是老建议。”

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

授马西恒则更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思考

的演变时间表：1986年到1995年间是

街道关于管理服务的探路，1996年到

2004年间“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

的确立，再到目前对社会建设与社会

协同机制的全新探索，包括嘉定在内，

上海社会治理都沿着管理重心下移、

条块资源整合和推进社会参与的改革

脉络来进行。

虽然是“老调”，但不意味着“重

弹”。马西恒认为，事实上，问题变

“老”，正是因为我们还习惯于用体制

内的老办法解决体制外的新问题，基

层创新难以被吸纳为制度创新的要

素，忽略了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这种

变化就是：上海后工业社会结构特征

更加明显、向管理和服务要红利阶段

来临、社区服务管理面临新挑战。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何雪松则从居民角度解释新

形势下的社区工作难题：“住了好几

年，邻居间彼此相识的很少，很多人购

物买菜都靠网络，你都见不到他（她），

有人甚至连自己属于什么社区都搞不

清楚……如何开展工作？这些都是人

口异质化、需求多元化、关系冷漠化、

利益刚性化带来的挑战。”

学员们则更喜欢立足嘉定思考：

从“公推直选”、“大海选”、实施“班长

工程”和“基石工程”到“五进四民”、

“零距离服务群众”工程，嘉定加强基

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路，可谓一

脉相承。但随着嘉定城市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诸多问题还是不断显现：村组

治理结构有待完善、干部队伍结构有

待优化、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基层管理

成本不断提高……站在建设“二级市”

和“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高发展起

点上，嘉定需要用创新突破坚冰，实现

社会治理从“管治”到“整治”再到“善

治”。

今年 3月份，嘉定区委“1号调研

课题”开题，着眼社会治理创新、全面

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建设。显然，嘉定

希望演奏一首前所未有的“协奏曲”。

“老调”不是“重弹”是“新唱”

重心下移，是专家们一致认同

的社会治理趋势。“重心下移了，但

不能把责任也扔到基层。”上海街镇

协会会长潘烈青对条线部门和地方

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矛盾性

直言不讳。他举例，本市某街道在

接到市民关于违法搭建的举报后，

由于没有执法权，和条线部门进行

反复协调，一来二去，问题被拖太

久，遭到市民质疑，甚至还惹上了官

司。显然，条与块之间的关系理不

顺，造成了双方之间的“踢皮球”现

象。

这也是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主任、教授马西恒认为的基层社会

治理面临的主要体制性问题之一。

他分析，目前条上的行政执法在社区

缺位，业务却向街道转移。而同时，街

道只能无序扩张，运转紊乱。“条强块

弱”格局凸显，使得街道难以有效整合

条线职能，也无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共治。简单来说，资源权力在条

线上，但事务责任却在块上。马西恒

认为，条线部门的行政责任需要进一

步明确，这事关社会治理主体发展的

协调性。

潘烈青进一步以街道办事处为

例，阐述他对条与块之间关系的思考：

“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派出机构，从理

论上来说，有权代表区政府指挥条线

部门，进而增强自身的共治功能。”但

面对班上学员们更为现实且具体的提

问，他也坦言，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完

全理清条块间的关系，但已有不少探

索正在进行。

嘉定就是探索者之一。今年3月

起，嘉定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创城

工作采用新做法，即将区级文明指数

测评纳入常态化的实地督查工作之

中，通过点面结合、条块结合，进行精

细化管理、常态管理和过程管理。对

于条线部门的考核、问责力度增强，让

过去有些倾斜的天平，开始趋向平

衡。在最近的“大联勤”工作中，嘉定

又推出管理标准体系，10大类 151小

类需要处置的情形，全部落实了主责

单位，有的还清楚标注着配合部门的

名称。

激发条块间的“化学反应”

记者 管文飞 文/摄

能力过硬、经验不少，嘉定新城

（马陆镇）的严岚经过考验，由一名普

通社工转身成为希望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成为新城核心区社会治理的新生

力量。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嘉定新城

（马陆镇）在镇管社区探索中尝试留住

社工、培养社工的做法，颇受专家好评

——社工收入不再“东拼西凑”，而是

明确到个位数，可以参加丰富的实践

培训，优秀者还能择优提拔，填补社区

管理人才队伍的空缺。不少大学生也

慕名而来，加入社工队伍。

这和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

任、教授马西恒的观点不谋而合：社会

治理中，基层队伍建设必须着眼长

远。他主张基层队伍建设要有“三化”

方向，即：职业化、社会化和专业化。

这并非“套话”。前两者是针对目前基

层队伍，尤其是社工队伍的“游离”现

状而言：工作压力大、薪水不稳定、身

份不明确，从而造成社会对于基层队

伍的“低视角”，优秀人才自然不愿留

下。而“专业化”，则是现实状况向基

层队伍建设提出的一个迫切要求。一

位嘉定南部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告诉记

者，随着居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一些社

会工作者已经在能力上跟不上前进脚

步，“懂的知识还没一些居民多，你怎

么开展工作？”

如果把村居基层队伍建设比作突

破现有管理瓶颈的一个拳头，带头人

就是着力的大拇指。市委党校社会学

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何海兵以嘉定

著名村官苏兴华为例，说明社区领袖、

社团骨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人才资源

——正是在苏兴华的领头作用下，经

济实力在江桥镇并不突出的太平村在

新村民服务管理、村民自治等方面探

索出不少新模式。

另一个拳头，是社会力量。“我曾

经到马陆镇进行过调研，他们在体制

外的新探索很不错！”上海街镇协会会

长潘烈青认为，在社会治理方面，嘉定

新城（马陆镇）在体制内部充分利用大

联勤平台的同时，还在体制外探索志

愿者、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

与，大大充实了治理队伍。比如与上

海青客时尚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借助市场化机制，为青年

就业群体提供“白领公寓”等服务项

目，解决了数千白领的租房难题。

为基层力量壮大“开路”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何雪松何雪松

②②

①①

村居自治的趋势下，政府与社

会间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市委

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马西

恒表示，过去，由于双方有些模糊不

分，使得社会组织的活力不足，而政

府部门承担过多压力。他认为，政

社分开是未来趋势。

“政府更多制定面向基层社会

组织的公共政策机制，而不是行政

手段。”马西恒以嘉定镇街道“睦邻

点”为例，政府没有通过行政手段推

进百姓服务工作的开展，而是给予

富有激励性的政策，于是一批涉及

百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心理辅导

等多方面的“睦邻点”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实现了居民自治。马西恒同

时认为，政府部门更应当注重疏导

基层社会行动的资源配置。他举例，

在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政府部门正

在探索向居民提供“自治金”，而服务

项目的产生，由居民提议、街道审核确

定，最终经居民区居民代表大会讨论

通过后组织实施，这种创新形式受到

居民欢迎。

分开，不意味着各行其是。太仓

市民政局局长王大明在讲课时介绍，

太仓的“政社互动”从村居开始。在太

仓，前些年村居基层组织行政化色彩

还比较浓，村居干部办事习惯“往上

看”。针对这种情况，2009年，太仓市

整理了两份“清单”：村居依法自治项

目和村居依法协助政府工作清单，分

别为 10项和 27项，同时，村居还同乡

镇政府签订协议，落实工作协商制度，

进一步明确互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此外在绩效评价方面，也由过去自上

而下的单向考核，转变为村居民共同

考核的双向制度，由此，社会活力得到

激发，村居民自治的积极性也得到提

升。王大明举例，过去农村动拆迁常

常会遭遇百姓阻力，如今，有的农村尝

试将动拆迁议题放到民主程序中，各

个环节接受百姓监督、听取百姓意见，

动拆迁进展更为顺利，“因为这是大家

自己做的决定。”

政社互动释放社区自治活力的做

法，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何雪松的认同。他同

样以“睦邻点”为例，认为基层的创新

探索有利于社区服务体系和助人网络

的重构。

重新审视政社关系

上海市街镇协会会长上海市街镇协会会长 潘烈青潘烈青

太仓市民政局局长太仓市民政局局长 王大明王大明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教授 马西恒马西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