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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邱力和徐茜是两位正在

快速成长的社区工作者的话，那么

长宁区新泾镇绿八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刘观锡和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耀

江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龙全就

是资深“老法师”了。51岁的刘观锡

和62岁的林龙全现在最关心年轻

社区工作者的培养问题。

“现在社区工作者要处理的问

题越来越复杂，年轻人要快快成

长，未来的社区工作还是要靠年轻

人。”刘观锡认为，社区工作者要做

好上级体知民情民意的“超导体”，

精准对接服务群众“供给侧”，用

“情理法”实现社区工作者与社区

群众的双向奔赴；要端稳社区服务

“一碗水”，走好基层治理“平衡

木”，下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一

盘棋”。

据林龙全观察，虽然年轻人

学历高反应快，处理文字能力是

长板，但是相对老一辈而言，他们

缺乏主动为民服务的理念和跟社

区居民打交道的技巧。他们发现

问题和矛盾，容易想要躲避。林

龙全认为，老同志的案例培训非

常迫切。

在林龙全的印象中，早期的

社区工作者社会地位不高，主要

问题是经济地位较低。上海经过

多年改革，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晋

升机制等都有了很大改善，相信

会成为越来越令人向往、受人尊

敬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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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新鲜血液加入，上海社区
工作不再是“阿姨妈妈”的专属

瞧，居委会新来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屠瑜

曾被认为专属“阿姨妈妈”
的社区基层工作，无论工作方
式还是人员组成，早已今非昔
比。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了
解到，目前上海共有社区工作
者6.2万人，平均年龄  周岁，大
专及以上学历占  . %。近日，
第一个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中央文件发布，社区
工作者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意见》的推出，对上海
基层社区工作者意味着什么？
对下一步改革又有哪些指导意
义？社区工作者从事这个职业
有哪些感悟？记者采访了多位
社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从他
们的故事和视角来观察这个
“老行当、新职业”。

上海大学社会学

院院长黄晓春教授认

为，中央文件是对上海

在社会治理领域长期

探索的肯定，也指明了

上 海 未 来 的 改 革 方

向。文件将深化减负

增效问题与队伍建设

结合，不仅从个人的待

遇、培训、激励角度考

虑，还注意到整个体系

中的配置需要科学减

负。健全培训机制也

是一大亮点。“换句话

说，作为持续不断的改

革和创新的过程，就要

求持续评估，建立具有

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体

系。基层工作者想要

表现优秀，就需要很多

能力支撑。”黄晓春说。

对于文件提到的，重点增强年

轻社区工作者的群众观念和群众

感情，黄晓春认为，现在基层的工

作人员越来越年轻化，缺乏丰富的

人生阅历，未来还是要紧密联系群

众，厚植群众工作思路，以人民为

重要切入点。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院长文军教授介绍，社区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是三个不同的

概念。社工是全世界通用的职业，

范畴很广，不同领域都有，如社区、

学校、医院等；社会工作者    年

被正式确定为我国的新职业；社区

工作者在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和专

业化之前一直存在，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一个称呼。

文军分析，虽然社会工作者在

中国已经实现职业化，然而社区里

还有很多人没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

证书或职业资格，同样从事着与社

区治理与服务相关的工作。因此，

社区工作者迫切需要规范化和制度

化发展，国家也需要加强这支队伍

的建设。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首先，需

要强化服务功能。无论是社区工作

者还是社会工作者，最主要的职能

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服

务。其次，要将治理与服务相结

合。最后，除了治理和服务之外，还

需要面向未来，着眼于发展。服务、

治理和发展三个‘轮子’要有机结

合，形成一个整体。”文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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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邱力一样，40岁的金山区朱

泾镇临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徐茜服务的也是老旧小区。

她认为，在老旧小区，有很多事情可

以做。

“我们班子成员当时平均年龄

只有31岁，年富力强，是朱泾镇

2021年村（居）民委员会换届最年

轻的队伍。”徐茜告诉记者，刚开始

他们群众基础不好，居民不信任，恨

不得把他们骂哭。但后来在小区做

了许多实事，而且对居民说话算话，

大家的态度就慢慢变了。近日，居

委会收到了一面居民送来的锦旗，

让她和同事很有成就感。

和别人相比，“居三代”徐茜对

社区工作有着更深的理解。她奶奶

是解放后朱泾镇第一任居委会主

任，她母亲也在居委会工作过。徐

茜记得，以前的居委会主任都是居

民自己选出来的，对学历和能力没

有太高要求。她从小耳濡目染，奶奶

和母亲乐此不疲做社区工作给她留

下深刻印象。虽然这工作看上去很

普通，但若真正做到守护好服务好一

方百姓，也能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这次中央发文，就像一股春风，

在徐茜的工作群里引发强烈反响。

“我们原来对社区工作者的概念比较

模糊，《意见》明确了社区工作者的范

围，概念更加清晰。”徐茜说，相比警

察、老师、医生等，一般人对现在的社

区工作者这一职业并不了解，认可度

也不高，认为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不

上台面的活，也很少有影视剧以社区

工作者为题材。“我记得有部沪剧叫

《小巷总理》，但那也只是地方戏曲，

有局限性。”她认为，文件出来后，自

己的未来肯定会更好，这个工作也会

越来越受尊重。平时默默无闻，一旦

做出成绩，同样会被人看见。

徐茜将老旧小区比喻成百家

布。她希望，她和她的小伙伴们能

在百家布上闪闪发光。虽然每个社

区工作者可能是微光，但聚在一起

就可以闪闪发光。“这份职业的魅力

正在于此，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

们可以做得更好。”

4月12日下午，长宁区华阳路

街道姚家角居委会主任邱力的日

程原本已排得满满当当——开会、

培训、交流发言……但开会时有同

事告诉他，愚园路1293弄有位阿姨

一定要见他，解决邻里纠纷。

傍晚5时30分许，开完会的邱

力马不停蹄来到那位阿姨家。原

来，二楼一位不常住的爷叔把拖鞋

放在公共晒台的台阶上，住一楼的

阿姨认为自己上下晒台容易绊

倒。她还向邱力倒“苦水”，楼上居

民开门声音响，有小孩子咚咚咚上

木楼梯，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听

着就烦。

邱力耐心听完，先和阿姨拉家

常安抚她情绪，然后答应等爷叔下

次来时一定让他把拖鞋收起来。

聊了一个多小时，阿姨的脸从板着

看他来，到笑着送他走，“小邱，你

饭还没吃吧！”“您叫我来，我无论

如何都要来的。我今天外面有培

训，所以来晚了。”邱力说。

类似场景，是35岁的邱力的工

作日常。“居委工作就是琐琐碎碎，

点点滴滴。但很小的事就很考验

我们，如何与居民沟通、协调，不让

矛盾激化？能把一件小事做好，就

挺高兴。”邱力告诉记者，6年前刚

来居委会工作时，身边的亲戚朋友

都说居委工作婆婆妈妈，男孩子不

适合，但他不以为然。街道给了平

台，让他展示自己、挖掘潜力，他还

当上了辖区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路易 ·艾黎故居的宣讲员。前些天

看到中央文件，他很振奋：“这是从

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为社区工作者

做的规划，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

越做越踏实。”

姚家角居委会所在的愚园

路，既是拥有百年历史的风貌保

护街区，也是如今的网红街区。

邱力尝试整合社区、街区资源，让

大家共享网红街的红利。一方

面，让居民感受到网红街的温度，

比如逢年过节组织商铺给社区老

人送温暖；另一方面，利用愚园路

上的党群服务站点，为商铺新员

工提供法律咨询、职业规划和房

屋租赁服务等。

他建议，新来社区工作的年轻

人，一定要珍惜这个施展才华的舞

台，平时多积累多学习。在社区工

作，前瞻性预判和应对突发状况的

能力很重要，现在一些年轻人在这

方面有所欠缺，需要锻炼。

有人说：“居委工作婆婆妈妈，男孩子不太适合”

他说：“这个舞台很广阔，越做越有干劲和奔头”

有人说：“社区工作不像老师、医生等职业那样受人尊重”

她说：“虽然每个社区工作者可能是微光，但聚在一起就会闪闪发光”挺直腰板的“居三代”

“老法师”的心愿
“现在社区工作者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年轻人

要快快成长，未来的社区工作还是要靠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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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上的“小巷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