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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在“1+6”文件逐步落实后，社区工作者的待遇逐年提高，较以

往有了显著提升。

据报道，2019年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指导薪酬基数为8211

元 /月；黄浦区2020年为 9000元 /月，宝山区从2020年 7月开

始调整为约9200元/月。待遇数额每年会根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6”文件之后，上海社区工作者普遍年轻化、学历层次

也提升明显。高晶晶说：以前，社区工作者里还有不少从退休人

士返聘回来的“阿姨爷叔”；而当前，社区工作者的出生年份集

中在1975到 1985年的区间，并且“90后”已经逐步登上舞台。

徐选国观察发现：近几年，各区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社区

工作者成为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毕业

后到社区工作。这让社区工作者招聘的竞争性越来越强，近些

年有的社区工作者岗位报名和录取比例达到 20:1，有的甚至达

到将近 50:1。

他还发现：有一部分在社会组织从事专业服务好几年的社

会工作者，也选择考入社区工作者岗位。在他看来，社区工作

者的队伍将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他们掌握的理念、方法可

能逐渐推动传统社区工作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无奈的“疲态治理”

“工作比较稳定，也比较轻松”，这是王奕萍在入职之前对

社区工作者的想象。然而，当她真正开始这个岗位的工作时，发

现和想象有很大的差别。2019年 8月她在龙南五村居民区入职，

负责卫生条线的工作，推行垃圾分类成为重头任务。“工作量真

的是满满的，和‘轻松’二字完全不搭界了。”后来新冠疫情暴

发，居民区防疫的重任一直延续至今，她和居委同事们的超负荷

工作已成常态。当初想着“照顾自家”，最终“以社区为家”。

在很多社区工作者看来，实地走访辖区内的居民，面对面

服务工作的人员”。在现实中，人们最常接触的社区工作者一

般就是走进居委会能见到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区书记和居委

会成员。

1985 年出生的高晶晶是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上缝新村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她已有十余年的社区工作经历。“我还在读

大学时，就担任了家里所在居民区的团委书记，协助居委会做

了一些工作，对社区工作者有所了解。”因此，在大学毕业之

后的第二年，她通过徐汇区的社区工作者招聘，先是到龙华街

道办事处的办公室岗位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应聘当时的“专职

党群工作者岗位”，开始进入居民区工作至今，上缝新村已经

是她任职过的第三个居民区。在她看来，对社区工作的热忱，

是她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也是一直以来的动力。

与高晶晶这样的“原生”社区工作者不同，1981年出生的

王奕萍到龙华街道龙南五村居民区工作之前在企业担任高级销

售，后来考虑到就近照顾家中老人，3年前应聘了社区工作者。

比她早一年多到这个居民区工作，如今担任居委主任的张艳有类

似经历：1976年出生的她，之前担任外企的销售部门管理人员，

工作忙碌经常需要出差；后来因为家中老人生病需要照顾、孩子

也需要抚养，做了几年全职太太后，选择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要求中，对户籍或实际居住地要在本居民

区的辖区范围内有明确规定。这种“属地化”原则可以让社区工

作者拥有与社区的天然情感连接和一定的了解，同时必然让“离

家近、方便照顾家人”成为一部分人最初选择岗位的动机。这也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如今社区工作者中女性居多的现状。

“2014 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发布了“1+6”文件，也

就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系列文件，很大程度

上就是推进社区体制改革，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城乡社区、

核心是人。其中有专门的一个文件对社区工作者的界定、职责、

管理、待遇等各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华东理工大学社

会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徐选国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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