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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今年 90 多岁的孙玉珍是 28 岁的时候进入武康居委会工作的，

后来还担任过居民区书记。她回忆，当年居委工作主要是围绕

宣传、治保、调解和卫生而展开的，居委干部大多是尽一份义务。

段炼告诉记者：“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

面，国企下岗大潮之下，不少下岗工人需要找工作；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之下，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社区工作者’的概念

逐步引入。”

杨兆顺称，在他的理解，上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从里弄

干部、居委干部，逐步过渡到社区工作者阶段，大约是在 1999

年前后。“当时，下岗工人多，确实充实了社区工作者队伍。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人’渐渐都成了‘社会人’，

原本家里有困难的职工会去找企业，这时候老百姓就只能找到

居委会。”杨兆顺说，“居委干部某些方面的权力又增大了。

譬如认定这家人家可以拿帮困卡，那家人家还没有到领取帮困

卡这样困难的地步。”随着老一代曾经的“3860 部队”退休，

甚至杨兆顺这一代“50 后”已经退休，“60 后”正进入退休年

龄，如今迈入社区工作者行列的是更有学历的年轻人。

社工更大的价值正在体现

“社工可以考取社工证。不过，据我了解，目前并没有要

求所有的社工都考取社工师职称。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去考取职

称，如果持有社工师职称，可以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上提高一档

或两档。”杨兆顺说。目前，依托“杨兆顺工作室”，他还在

为基层社区做“传帮带”工作，也曾面试过一些要求加入社工

队伍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人学历还挺高，连研究生毕业的都有。

“有一次桃浦镇招聘 30 个社工，有 600 人报名。看这架势、录

取比，简直比进中央党校还难。”杨兆顺说。社区工作，事无

巨细，又没有高收入。这些高学历者为什么要加入进来呢？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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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顺“返场”投入社区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