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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开始在小区垃圾箱房旁边指导居民进行垃

圾分类，“她从心里认可了这个行动的效果，当我们撤出小区后，

她依然是居民区的骨干力量”。

居民从不理解不配合再到支持社区工作，甚至愿意加入志

愿者行列，这些变化的背后，离不开社会工作者对于居民的心

理调节以及专业的工作方法，这也是“第三方”在社区治理中

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何用好“第三方”？

中国的社区治理实践尚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第三方的服务

内容上既有许多重叠之处，同时涵盖的具体功能也仍然在不断

探索开发之中。

资深社区工作者闫加伟将“第三方”分为了几个档次：第

一档是空间的开放式运营，就像物业公司一样，有人开门、关

门就可以了，这是最基本的运营；

第二档是活动项目的运营，按照数量做到就可以了；

第三档上升到治理型运营，即把社区空间的能量激发出来，

挖掘居民达人，让居民从被动变成主动。这是“第三方”的最

佳模式，同时也最难达到。

“做一件专业的事是相对容易的，比如运营一个公益茶室，

一个社区书屋，一个亲子活动室，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对象人

群固定，服务方式可以升级换代，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活动创

新就可以了。但是社区治理是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无一工

作不需要多方协作，多方协商，形成共识，各种事情你都会遇到，

一项事情不好，都会影响整个社区治理的成效。”闫加伟说道。

目前，上海已经有不少社区在尝试通过“第三方”开展治

理型运营。

2021 年 9 月，北新泾街道剑河家苑小区居民发现，小区活

动室不知不觉成了“剑河客堂间”，客堂间里，摆放展示了不

少居民区的历史老物件，唤起了小区居民的回忆，也让客堂间

成为社区居民家门口的网红打卡点。

上海青创公益的贺加安是“剑河客堂间”项目的策划人，

据他介绍，这是北新泾街道的微更新项目之一，去年剑河家苑

居民区党支部联合“剑乐”自治团队及第三方青创公益共同打造，

“其实最早也是居民提出了需求，认为活动室太空了，希望做

一点空间改造”。

于是，在对小区居民进行前期调研，汇总了居民对活动室

改造的基本需求后，贺加安了解到剑河家苑居民区是新泾镇农

民动迁安置小区，小区居民多由原山家宅、努力村、郁家宅、

张家宅及中新泾农民拆迁安置人员组成，是相处了几十年甚至

几代人的“老朋友”。平常大家常常聚在小区活动室一起回忆

过去，但居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基于社区的微更新项目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居民的参与，如果居民的参与率不高，甚至因

为微更新项目引发矛盾，就得不偿失且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闻胜楠和团队充分了解居民的需求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挖

掘参与意愿较高的居民，不少展览的老物件和老照片，都是通

过居民自己的寻访找到贡献的。

9 月初，“剑河客堂间”正式对外开放，“客堂间”在沪

语中意为客厅、堂屋，“客堂间”左侧墙面的《剑河记事》介

绍了居民区的过往和现在，置物架上陈列着居民旧时使用过的

生活用品；右侧墙面沿着时间主线分别从人文活动、建筑面貌、

居民旧照三个方面对剑河家苑与北新泾地区的风貌作了图文展

示，一经推出，在居民中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少居民自发前来

观摩文化墙，“客堂间”的出现也让剑河家苑的孩子们了解了

社会面貌的变迁，祖辈过去的不易，忆苦方能思甜。

因为第一期“剑河客堂间”的成功举办，居委干部表示将

“一季度到半年进行一次展品轮换”，让每一个居民的记忆闪

光点都能得到展示，不过因为上海的这轮疫情，目前第二期“剑

河客堂间”尚未开启。“只有让居民们愿意参与，愿意成为社

区的主人，这样的微更新活动才有意义，否则当活动结束，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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