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6), 115-12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476   

文章引用: 梁若男. 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6): 115-120.  
DOI: 10.12677/ass.2024.136476 

 
 

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探究 
——以黄冈市H区不同类型社区为例 

梁若男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3月6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0日 

 
 

 
摘  要 

城市社区是新时代下居民开展群体性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居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承载着更多高

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本文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在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现状进行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深刻剖析目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及背后原因，从提高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效性角度出发，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 

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New Era 
—Tak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in H District of Huanggang 
City as an Example 

Ruonan Li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r. 6th, 2024; accepted: Jun. 7th, 2024; published: Jun. 20th, 2024  

 
 

 
Abstract 
Urban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residents to carry out group life in the new era. It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resi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arries more high-dem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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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rba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rba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rb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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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由此可见，我

国人民已经由关注温饱，过渡到了关注精神生活的满足和富裕，基于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各类组织都在积极加强本组织内思想政治的建设，将思想政治

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1.2. 新时代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社区思

想政治工作，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制度，加强社区思想政

治工作网格化建设，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去[3]。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社区的发展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及城市居民学习、

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场所，如何利用城市社区功能来做好居民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课题。在

新的历史方位下，城市社区承载着更多高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要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践成效进行全面地总结，深入分析当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从而对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

作的实施提出对策建议。 

2. 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思维方式的差异、多变性、

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就导致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层次不断扩大、需求也更加多样，在

社区内部会产生更多的矛盾需要解决。为此，应把当前“社区人”的需要作为其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和

归宿。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方式，必须直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社区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变革，对其加以加强与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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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情况，本文在黄冈市 H 区内选取了 1 个过渡演替式社

区、1 个综合混合式社区、1 个传统街坊式社区、1 个单一单位式社区以及 1 个现代商品房式社区为典型

代表，共计 5 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作为调研案例，主要针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内容、方式方法、实

施效果等方面综合制定调查问卷，对选取的 5 个社区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选取年满 18 岁

以上的居民为调研对象，在每个社区内随机抽取 65 户居民，回收有效问卷 420 份，有效率为 92.3%，就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女性数量占比略高，占比 53.8%；年龄分布情况中青年占多数，18~30 岁的受访

者占 28.6%，31~40 岁占 27.1%；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居多，大学专科/本科占 44.9%；户籍方面以

本市居民为主，占比 71.3%；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含预备)占 22.9%，普通群众占 66.7%。收入方面，

中等收入群体较多，家庭年收入在 2~4 万元(不含 4 万)的占 21.2%。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社区思想工作中存

在着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工作覆盖面不全，资金保障不够充足 

1) 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盲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社区越来越成为

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聚集地。通过对黄冈市有代表性的 5 个不同类型社区深入调研后发现，在目

前的社会环境下，社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及范围是有限的，复杂分散的居民群体提高了社区针

对居民开展工作的门槛。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重点习惯于倾斜基层党员、离退休党员

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的居民，而无法满足社区中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个体经

营者等群体越来越多的现状，长此以往这便会形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盲区，弱化社区思想政治工

作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还会造成社区内其他居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基层党组织的内部事务的误区，

只要党员参与就“万事大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惰性[4]。 
2) 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充足的资金保障。资金投入短缺是影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

资金保障不足会导致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得不到应有的支撑。从对黄冈市有代表性的 5 个不

同类型社区调查中得知，由于资金投入不充分，造成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硬件设施投入匮乏，从而制约

了社区居民的文体活动场所和党员群众日常教育活动阵地。缺乏充足的资金保障也无法实现搭建多样的

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互通互联平台，这些外部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效果。 

2.2. 工作方式不够新颖，居民思想认识不够充分 

1) 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过于形式化。通过对黄冈市有代表性的 5 个不同类型社区的思想教育工作具体

情况深入分析后发现，目前在社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工作主题单一、工作内容空泛，

缺少深度等现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注重“留痕”、缺少“留心”，常常是采取“高大上”的大课堂、

大场面、大灌输，很少见贴近实际并带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基于此给居民群众留下了一定

的刻板偏见[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区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真正深入居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时不到位、不走心，没有做到了解居民群众所思所想所需，从居民群众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便

会导致居民群众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不闻不问，甚至回避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2) 社区居民思想认识不够到位。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居住，这种快速流

动使得对城市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缺乏机会和时间，导致一些社区居民的意识形态淡化，认为对自身

而言社区的生活属性要比生产属性重要得多。根据对黄冈市有代表性的 5 个不同类型社区调研分析发现，

社区居民更关注的是自己在社区内的生活，而不是共同的生产。社区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居

民群众就不会主动与社区建立联系，单纯地将社区视为自己的生活空间[6]。居民对于社区里开展的公益

活动、社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不关心，对待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着一种“与我无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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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部分居民还会把自己视作社区服务的对象，认为自己应该是享受社区服务工作的被动者，而

忽视了自身的主人翁角色，因此也很少会主动关心社区建设和社区工作。这种社区治理意识薄弱、集体

参与感不强的现象便是导致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 

2.3. 工作人员数量不够充足，能力水平有待提升 

1) 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通过对黄冈市有代表性 5 个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深入

分析后发现，社区内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少，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身兼数职，他们往往还要从事社

区行政方面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一人多岗和一岗多责的现实情况，使其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理顺思

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思路和方法[7]。长此以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主体难以精准确定，同时也难以

满足社区持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此外，部分在职的社区工作人员知识结构相对比较局限，如对

公众号、视频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技术掌握不够熟练，无法有效利用丰富的载体作为宣传手段，因

此难以适应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与发展。 
2) 思想政治工作者自主性有待提高。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毋庸置疑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从来都是依归于上层建筑，工作运行的主导权固然要把握在官方政府手中。

但与此同时，过于集中的权力不利于主体自主性的发挥，通过深入调研黄冈市有代表性 5 个社区后发现，

在实际思想政治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基于此这就要

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以社区党委出台的政策指示为框架下不断优化，思想政治工作权限应向基层社会

组织转移，从而激发各类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自主性，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真正的教育实施者身上，

更好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 

3. 新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路径 

3.1. 强化形式创新与资源整合相结合 

第一，充分了解工作对象的构成，采取分级分类的方式开展社区思想政治工作[8]。社区是居民群众

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单元，生活在社区内的各种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处的

环境也不一样，因此他们的想法和需要也就不一样。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就要求社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

能一概而论，应该分级分类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照居民群众的身份和诉求靶向施策，保障思想政治工作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提高其针对性与实效性。 
第二，调动优势资源，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利用率。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力，基层社区要因地制宜盘活辖区资源，通过整合辖区里的优势资源来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率，从实际

出发合理运用各种载体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有效传播，在资金保障的最大范围内实现效果最优化

[9]。传统的思政工作方法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在社区公园、小区电梯进行板报宣传，能够较大程度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渠道，将社区公众号和小程序作为思想政策宣传阵地，可以

弥补传统工具的缺陷，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将两者结合，从而促进社区思

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3.2. 强化为民办事与群众参与相结合 

第一，突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服务性，充分发挥好服务群众的作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之所

以给居民留下单调、乏味、枯燥的刻板印象，正是因为社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疏于深入群众，缺少下

沉基层调研居民群众需求的环节。想要提高居民群众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服度，就要突出思想政治

工作的服务性，做到与居民保持紧密的联系，摸排居民群众的基本情况，充分了解居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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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制定出符合居民需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主题，充实工作内容，从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对居民群众的吸

引力。社区还可以通过设立意见箱、开展主题调研会等形式，让居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有渠道反映，促

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获得更多居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10]。 
第二，修正居民认知偏差，激发居民深度融入社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需要社区党委和基层社

会组织作为教育主体发挥作用，更需要身为受教育者的居民群众发挥主人翁意识主动作为。要使社区思

想政治工作得到更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重中之重就是要提高居民的社区融入度，激发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如建立重大事项民主协商机制，引导居民主动表达需要与诉求；开展

邻里互学活动，通过评选身边的典型模范，发挥榜样表率的作用，带动和传播正能量，引领整个社区的

居民向上向善。 

3.3. 强化队伍建设与社区治理相结合 

第一，提升工作者专业能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如何，与其社

区工作者自身的素质、知识水平高低密切相关。目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正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

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当务之急，通过引进高学历、高素质的专职工作者

以满足党建、宣传方面的工作需求。同时，要不断加强专职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持续学习思想政治工作

新理论、新技术，掌握数字化能力、政策宣传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从而更好地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

趋势。 
第二，明确各类主体职责，优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队伍建设。首先社区党委是社区思想政治工

作的组织主体，发挥着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肩负着思想政治工作中最为主要的责任，要推动社

区党委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发展等中心工作相结合，统筹谋划[11]。其次，基层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要灵活机动，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起到支撑作用，并接受社区党委的协调安排。值得注意的是，

诸如社区志愿者协会、公益组织等社区主体的责任不宜被过分约束，其职责应随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

要而灵活变动，这就要求社区党组织更多地向社区基层组织下放权利和资源，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权

交由真正的执行者，从而优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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