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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各个街道、各个社区都在探索有特色的社区治

理机制和方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它们有一个

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整体重塑社区治理的态势：一是重塑

社区党务、政务和居务关系，形成统一协调格局，党委书

记兼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主任，便于协调各方关系，提高

领导和协调效率。二是在社区服务上普遍引进社会组织、

企业、居民议事会、义工等多元参与的运作机制，改变过

去政府包办社区事务、社区服务的行政化模式，鼓励社会

参与，实现多元共治。三是体制改革有了新探索，特别是

依法依规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沙头街道已经制定了非常

详细的社区标准化规则，其中包括党建标准化、居务标准

化和政务标准化建设。

当然，福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还在探索之中，福田

的探索和创新的价值不应只停留在地方层面，应该从全国

层面去看待，因此应作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多元共治理念。社会治理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

多元参与，但是当地社会治理创新把党务、政务、居务合

一的做法，需要在创新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作用，不要

采取大包大揽做法，要偏向于宏观把握，这也是当前许多

地方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其次是强化公民权，倡导民本民权价值。社区治理实

践要让阶层地位差异、户籍差异、文化差异的个体变成平

等的公民。只有完整践行民本民权价值，才能化解社会隔

阂，提升社会团结与和谐水平。

最后，社区治理创新，实现社会共享价值。福田社区

治理在实践中、在参与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让每个人基

于自己的能力、条件，为社区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实现多元参与、共享共治。 

近年来，深圳市福田区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

功能，探索实施“一核多元”的“党建 +”工作模式，大

力推进基层治理标准化建设，初步探索形成基层党建与基

层治理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根据中央、广东省、深圳市关于加强基层党建、基层

治理的政策部署，福田区出台了一系列基层党建与基层治

理相互促进长效机制的政策文件，大力实施基层党建和基

层治理的标准化建设。基层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原

则、精神状态、物质待遇、地位荣誉等，都能激发党员干

部主动做好基层工作的内生力。此外，群众对基层党建、

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群众的监督，群众的民主诉求等，

都能形成对党员干部做好基层工作的上推力。上拉力、下

推力及内生力，这些合力的集合就构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

治理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

有了动力机制还需要具备实现机制。福田区理顺社区

党、居、站关系，明确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的领导

核心，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明

确居委会承担居民自治功能，社区工作站承担行政性的事

务，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社

区工作站为依托、社区各类组织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一

核多元”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的组织架构。

福田区的实践表明，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相互促进的

长效机制，需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具备持续

有效的动力机制，以及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的实现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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