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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增加，“儿童友好社区”在我国逐步发展。以党建工作引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是基层党建创新工作内容的着力点，是深化改革社区治理模式的新途径，是引领社区治理价值目标创造

的新起点。成都市锦城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儿童友好相关建设，极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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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vulnerable groups, “child friendly communities” have gradu-
ally developed in China.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 friendly communities with party build-
ing is the focus of innovative work content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 new starting point to 
lea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value goals, and a new starting point to lead the crea-
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value goals. Chengdu Jincheng Community led the exploration of 
child friendl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ith party building, great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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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发展，2019 年开展了成都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可行性研究，2021 年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纳入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 年编制《成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 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成都市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实施方案》。成都市遵循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尊重儿童的需要，保障儿童的生存、

发展、保护、参与的权利，增进儿童幸福，促进其健康、幸福地成长，早日建成儿童友好城市。 
社区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场所。2017 年，成都市明确提出加快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探索构建

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2018 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市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明确了实施“五维并举、互融互促”的城乡社区发展策略，构建“一

核三治，共建共享”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打造社区发展治理 7 大场景的总体思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

念、切实符合超大城市治理规律。 
在成都市实现基层党建引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党委统筹儿童友好建设工作，对于引导和规范儿童

友好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与安全性，促进儿童参与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落实《成都市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2.1.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社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的重心，是我们党在基层的延续与拓展。社区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政治领导、利益协调、社会整合、文化导向和服务保障的多种重要功能[1]。吴晓琳结

合成都市各社区调研，归纳了“党员示范动员→资源链接→服务链接”党链接社会理论模式，为党建主导

社区治理提供借鉴[2]。区域化党建、平台化党建、技术化党建代表着当前乃至未来基层党建在城市社区治

理中的主导方向[3]。在代际互助型全龄友好社区中，需要把党建引领作为首要前提，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牢牢掌握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权和领导权[4]。因此，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和社

区治理过程中，基层党建不仅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更是肩负着引导和科学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使命。 

2.2.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面对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学者们以微观角度从空间规划、社区教育、社会工作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儿童友好社区中的空间规划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裴昱、姚晓白等就波士顿邻里社区空间的儿童健康

友好性进行了循证研究，为我国儿童友好型健康城市的规划提供了借鉴经验[5]。沈瑶、刘晓艳等通过长

沙市丰泉社区的公共空间更新案例总结出儿童友好城市在空间层面的目标是要建立“安全—连续—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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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空间网络，其中街道空间是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关键切入点[6]。深圳市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则

创新了社区儿童参与机制、儿童空间供给、儿童空间管理等政策，保障了社区规划和实施中的儿童空间

利益，为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转型提供实践支撑[7]。 
我国社区中存在多种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李辰辰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应充分开发儿童教育资源，从

而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助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8]。也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者在儿童友好社区中应

该扮演实现者、支持者、管理者、资源链接者和政策影响者的角色，以做到定位儿童需求、提供儿童服

务、给予儿童全面的支持、促进社区内儿童资源的整合、影响儿童友好政策的推动，最终实现儿童友好

社区的全面建设[9]。 

3. 基层党建引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3.1. 基层党建创新工作内容的着力点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社区是党进行社会基层治理、与人民群众进行联系的重要媒介。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是党一贯的工作作风。从 2013 年起，中央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实”学习教育等，把党内学习教育与思想政治建设一环扣一环，逐层推进，让党员锤炼党性修

养，不忘初心和使命，拉近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社区中除了有成年居民，还有儿童青少年，儿童青

少年也是人民群众中重要的一部分。儿童友好社区的建成是关乎民生的公共物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将目光集中于儿童身上，与以往只考虑成年居民的工作不同，有助于基

层党建特别是社区党组织创新工作思维，为基层党建领导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3.2. 深化改革社区治理模式的新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街道与居委会承担了一定的辖区内社区的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我国也

逐步提出“社区服务工作”、“社区建设”等一系列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基层党建引领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是由基层党组织统筹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体现出党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对于精细化服

务的需求。这种社区治理模式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极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使我国社区发

展模式的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 

3.3. 引领社区治理价值目标创造的新起点 

在我国，社区治理是政府、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共建的空间，不同主体有着

不同利益需求，这使得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较难推进。特别是儿童与成年人的需求不同，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将面临着更为多样的价值需求。而基层党组织在这个市场经济打造的陌生人世界里，则是联系与

整合的主力军。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充分利用民主协商，谋求价

值诉求最大公约数，实现不同年龄之间平衡，不同观点之间求同，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取舍，达成社区最

大共识，产生最大治理合力，把社区建设成老少齐参与、大家都尽责、人人可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4. 基层党建引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创新路径 

4.1. 思想引领 

锦城社区中 18 岁以下人口有五千多人，人口年龄结构低龄化特征较为明显。随着低龄人口群体的不

断壮大，旧有的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已不能满足社区内儿童全面发展的需要。社区的居民群众，特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732


段文悦 
 

 

DOI: 10.12677/ass.2022.1112732 5383 社会科学前沿 
 

别是双职工家庭提出了开办 0~3 岁婴幼儿托管、优化儿童公共空间、增加校外社会实践和素质教育、保

证儿童人身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针对这些诉求，锦城社区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试点，秉承儿童

最大利益、普惠公平、儿童参与、共建共享原则，以 0~18 岁儿童及其监护人和亲属为服务对象，确保了

儿童生存权、参与权、发展权在社区中得到保障。 
锦城社区成立以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并依托区域化党建在基

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结合儿童友好相关文件，明确任务、细化举措，推动政策落

地见效，加强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优化儿童成长环境。锦城社区党组织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少年

儿童的关怀，深刻把握了儿童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努力当好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

儿童未来的筑梦人。锦城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发展治理中，更是围绕“儿童–家庭–社区”这条主线

开展工作，通过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带动社区治理与发展，保障社区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更是

带动周边社区共同关注儿童成长，形成一定的辐射效应。 

4.2. 组织体系 

锦城社区通过实施区域化大党建，建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网络，

积极组织辖区内天使之翼等 9 支志愿服务队和锦城艺术团等 12 支文艺团体、30 家教育培训机构、5 家银

行、20 家企业、5 家中小学校，及 12 家物业公司共同合作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生活环境联建、

公益事业联办、科教文化联谊”的共驻共建氛围。 
同时，社区秉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以成都市第一批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为基础，建立

了多种类型的专门的志愿服务机构，成立了长治久安法律援助服务队、平安志愿服务队、科普法律志愿

服务队等 9 支志愿者队伍。在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了天文馆、儿童食育中心、科创中心、叠溪书院、童萌

亲子园等综合性社区服务功能室。同时，在辖区 5 个较大的住宅区设立了“党群服务站”，将办理学习

卡、手机维修、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触角延伸至小区楼栋、居民家庭，致力于把社区建设成为群众愿意

来、留得住的和谐家园[10]。 

4.3. 多方联动 

社区治理是多元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基本形成一核多元的局面，即以基层党

组织为核心，政府、居民、社会组织、企业多方参与的局面。基层党组织要引领好社区共治协商机制，

推进社区事务公共制度建设，以党务公开带动社区政务、财务信息公开，增加社区治理活动的透明度。

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在广泛求意见的基础上寻找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不同价值诉

求的共同点，形成社区治理基本共识，督促多元制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遵循法治逻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样可以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的流动和优势互补，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

的公共服务，实现社区公共资源高效利用。 
锦城社区党委积极协调辖区内医院、学校等各单位和民政、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共商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共享儿童友好相关资源、共抓儿童友好相关服务。锦城社区还借助生活于社区的党员居民，充

分收集民意，兼顾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利益，确保社区居民都有表达的机会，使居民与各驻区单位一

起实现良好的儿童友好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5. 结论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党的方针、领导我国社会基层治理的组织保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我

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给城市治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层党组织承

担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对社区公共事务发挥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构建儿童友好型社区，要从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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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两方面，倡导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全龄友善的儿童健康发展理念来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在我国儿

童友好社区发展不够充分时，由党建工作领导儿童社区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党在社区资源整合和创新社

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儿童友好社区快速发展，促进社区治理效能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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