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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市H街道在实施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的实践，通过建立“三会”议事体系、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等措施，成功解决了社区治理中的矛盾纠纷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一种

典型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与社区治理在范围、目标、功能上存在耦合性。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其中获得

启发，坚持居民参与、增强社区凝聚力、创新社区治理理念等，为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社

会工作者应从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汲取智慧，推动社区治理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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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H Street in Chongqing has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the 
“three meetings” discuss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and service function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s a typic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Fengqiao 
experience” is coupled with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erms of scope, goal and function. Social 
workers can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persist in promoting resident participation, 
enhancing community cohesion, and innova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cepts, providing valua-
ble lessons and insight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workers should draw wisdom from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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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习贯彻中央‘枫桥经验’纪念大会精神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枫桥经验’与社会工作

交流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六化”，实现新时代社会工作高

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彰显社会工作专业作用，补齐社会治

理短板[1]。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中发展，被赋予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的时代内涵[2]。重庆市 H 街道以“枫桥经验”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建立了街道联席会、社区评议

会、网格邻里会“三会”议事体系，着力解决“公事”“共事”“家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

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巴渝大地开花结果。“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典型经验，与社区治理在范

围、目标、功能上都存在耦合性。如今，“枫桥经验”在重庆开花结果，为重庆社区基层治理开辟了一条

新道路，提供了新经验。同时，社会工作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

尝试深度剖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社区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为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时提供启发，

或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入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中，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经验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社区自治、社区共

治、社区服务等理论框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

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强调社会工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缓解社会冲突、增进

社区和谐等方面的作用[3]。顾东辉教授提出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强调社会工作应当扎根社

区，以社区为本，通过参与式、发展性和综合性的方法，推动社区的整体进步[4]。陈昭衡认为，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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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介入社区治理需要建立合作关系、有效整合资源、建构社会资本等方式，实现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

化的介入路径[5]。徐勇认为社区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他提出了“政社互动”理论，

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互动与合作[6]。 
在实践方面，我国各地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例如，上海的“三驾马车”模式，

通过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的协同合作，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和居民的参与度；北京的“吹哨报到”

模式，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了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理社区问题；广州的“邻里守望”模式，

通过居民自发组织和参与社区活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多元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治理等理论框架。这

些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区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

民福祉的最大化。R.E. Parker 和 E.W. Burgess 重视文化认同、情感维系和邻里关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提出人文区位论，强调社区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Robert Dahl 认为社区治理的权力是

多元的，应该由多个组织或个体共同分享，他提出多元权力论，强调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和平等参与。 
在实践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社区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美国的社区

自治模式，通过居民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居民的满意度；英国的社区发展信

托模式，通过政府资金支持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推动了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的社区营造模

式，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区环境的改善，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2.2.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基层治理的应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川渝大地开花结果，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江津区鼎山街道创新“三会’解决

‘三事’”工作法，以厘清政府、社区、群众的权责边界，解决“公事”、“共事”、“家事”；江北

区观音桥街道的马善祥以“老马带小马”工作机制带出“千军万马”，让“老马工作法”遍地开花；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创新“贵和工作法”，用一杯“贵和茶”化解数不清的“恩怨情”；武隆区沧沟

乡创新土地林地纠纷“证据储存”工作法，依法化解产权纠纷；长寿区江南街道的“网格化+三社联动”

模式，江南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为居民提供老年维权、儿童成长、残疾人服务等多元化服务。新时

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社区治理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矛盾纠纷化解效果显著、居民满意度和参

与度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得到加强，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7]。 

2.3. 现有研究的不足 

学术界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工作参与社

区治理路径探索研究，另一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及路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将

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工作、社区治理三者结合起来，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本研究将尝试深度剖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重庆的成果实践案例，试图将其成功经验运用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当中，为社

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引入新的理论指导，为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区治理时提供新的方法指导或经验指导。 

3. 重庆市 H 街道的“枫桥经验”实践 

3.1. H 街道的基本情况 

H 街道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的中部，下辖 11 个社区，常住人口达到了 123,819 人 1。城市社区 6 个、涉

农社区 7 个，共包含 128 个物业小区。H 街道鼎山街道东邻支坪街道，南接先锋镇，西连几江街道，北望

九龙坡区西彭镇。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长江航运常年畅通，并有多条高速公路和铁路穿境而过，

 

 

1重庆市江津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地区常住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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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庆绕城高速公路、渝滇高速公路、渝泸铁路等。H 街道在社区治理方面积极创新，借鉴并应用了“枫

桥经验”。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力量，实现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H 街道还注重科技支

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时，H 街道还引入专业社工机

构，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如老年维权、儿童成长、残疾人服务等，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 

3.2.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H 街道的实施 

3.2.1. “三事”分流：矛盾纠纷分类 
为了找到推进基层治理的办法，基层工作人员深入各个小区蹲点调研，开展“三访三问三提升”活

动 2，派蹲点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走访辖区居民，收集各类问题，全面收集群众诉求。H 街道

将基层矛盾纠纷和群众诉求进行科学分类，蹲点干部对调研收集到的问题逐一进行归纳总结，按照事情

责权、大小、类别等划分为“家事”、“共事”、“公事”。“家事”是指居民个人事务，“共事”是

本治理单元内居民之间的共同事务，“公事”则是政府管理事项和基本公共服务[8]。H 街道结合实际情

况拟定了“三事分流”责任清单指导目录，对本社区或居民小区“公事”、“共事”、“家事”的具体

类别或事项进行梳理，形成社区“公事、共事、家事”分类细则 24 条，并利用院坝会、融媒体平台等广

泛宣传，促进 H 街道的居民形成“三事分流”的意识。 

3.2.2. 建立“三会”：建立议事体系 
“三会”议事体系即网格邻里会、社区评议会、街道联席会。网格邻里会由网格党组织牵头，解决

属于“家事”的群众诉求；社区评议会由社区党组织牵头，解决网格解决不了、属于本社区居民之间的

“共事”；街道联席会由街道党工委牵头，解决社区难以解决的“公事”。“三会”议事体系紧紧围绕

“议什么”、“与谁议”、“怎么议”等问题，从制度机制层面保障了民主议事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

序化。2022 年以来，H 街道共召开网格邻里会 710 次、社区评议会 117 次、街道联席会 4 次，居民自主

协商解决矛盾纠纷 1124 件 3。“三会”的建立推动了群众参与民主协商、参与社区治理。 

3.2.3. 规范“三步”：规范议事程序 
所谓“三步”议事程序，第一步是召开邻里网格会，倾听居民的意见建议。第二步是召开社区评议

会，由居民自己提出解决方案，社区党组织牵头评议方案是否可行；第三步是召开街道联席会，街道党

工委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三步”议事程序每个环节都有居民参与，按程序协商、解

决问题，及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提升了解决社区问题的效率。 

3.2.4. 建立监督机制 
为了让“三会”解决“三事”具有生命力，形成闭环，H 街道专门选聘 300 名区人大代表和居民代

表为民主监督员，对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动态监督。 
通过“三会”解决“三事”，社区实务的权责更加清晰，强化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对小区的

公共事务更热心、更主动，产生了群众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效能。 

3.3.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H 街道的成功经验 

3.3.1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全过程 
H 街道通过网格邻里会、社区评议会、街道联席会等民主协商平台 4，让居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2“三访三问三提升”活动：即访民生，问需于民，提升基层治理支持率；访民情，问计与民，提升基层治理参与率；访民意，问

效于民，提升基层治理满意率。 
3重庆江津鼎山街道：四大行动创新“1  +  3”基层治理体系–社会工作–中国公益新闻网。 
4江津鼎山街道群众满意度 99.78%的背后——27 人“蹲点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今日重庆——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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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参与民主决策确保社区决策能够真正反映居民的意愿。公开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如项目进展、

资金使用情况等，选聘居民代表作为民主监督员，让居民了解、参与并监督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参与民

主监督。 

3.3.2. 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权责清晰 
“三事”分流责任清单将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科学分类，确定了不同事务的责任主体，权责清晰。“三

会”议事体系自下而上的三级议事平台，使社区实务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街道、社区组织、居民

等各个治理主体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避免了职能重叠和推诿扯皮的现象。 

3.3.3.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一开始的调研走访，再到制定“三事”分流的责任清单、建立“三会”议事平台、制定“三步”

走议事制度，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指导。社区问题一经发现，便由责任清单指导分类，移交对应

的议事体系；进入议事体系之后便按照“三步”走的程序开始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和结束后，还

有相应的过程监督与效果监督。如此完善的制度体系囊括了问题发现、问题分类、问题解决、过程监督、

结果监督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完美闭环，保证了居民的需求的切实得到解决。 

4.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社会工作者进行社区治理的启发 

社会工作在参与社区治理时，常常会面临参与社区治理权限不足、群众基础薄弱、社会工作者影响

力低等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

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能够有效指导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

时所面临的困境并提供指导，对于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社会工作。 

4.1. 坚持居民参与 

H 街道通过“三会”机制，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

与“枫桥经验”中强调的“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理念相契合，有助于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这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时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相契合。个案工作

和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方法[9]，该方法在进行社区治理时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共治理

念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自治，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居民充分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共同制定和执行管理措施，从而实现社区的良好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新时

代“枫桥经验”和社会工作的社区治理理念是耦合的。 

4.2. 增强社区凝聚力 

“三会”机制为居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平台，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种民主

参与的方式有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区氛围。新时代“枫桥经验”中也蕴含了关于“增强社区凝聚力”

的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居民的全程参与，让居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参与

式治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增强了他们对社区事务的责任感和关注度。居民在参

与过程中，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是社会工作进行社

区治理时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工作者会积极组织各种社区活动，鼓励居民参与其中。社会工作可以通

过促进社区内部的互动和交流来增强社区凝聚力。社会工作者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如文艺演出、体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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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为居民提供交流和互动的平台。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还能促进居民之间的了解

和信任，从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和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

共同目标。 

4.3. 创新社区治理理念 

“三会解决三事”工作法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为其他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这种以居民为中心、注重民主参与和制度建设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枫桥

经验”从“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再到“矛盾不上

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一地破题、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不断发展创新。社会工作的本

质就在于不断应对社会变迁和新的挑战，通过专业的方法和实践，推动社区治理的持续进步和发展。社

会工作者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工作，探索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

支持。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一致的。 

5. 结论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原则、目标、理念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新时

代“枫桥经验”可以作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经验指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可以学习新时代“枫桥经

验”并将其优秀内涵融入到社会工作实务当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新方法，充分发挥党建对基层社会

治理的引领功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和助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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