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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推进社区环境治理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杨锃 
 

  社区教育是培育和形成社区治理体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社区环保活动的开展，需

要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居民们需要接受环保理念，掌握环保知识和科学方法，拥有一定专业技

能。 

  在现有治理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如何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促进社会建设，一直是

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市梅陇三村社区近年来在社区环境整治中的一系列实践，充分展

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治理过程。考察其中的社区工作运作机制，或可摸索出一条城市社区

治理的创新之路。 

  开展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隶属于徐汇区凌云街道的梅陇三村社区是上海市徐汇区典型的“配套公建”社区，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市中心城区改造而来，是以动迁安置为主的老社区。该社区居民大多从市

中心搬迁而来，之前的住房条件差，收入水平一般；社区居住人员来源多元化，居民诉求多样化，

导致在社区事务处理过程中常常出现诸多矛盾。 

  随着城市发展，外来人口增加，梅陇三村社区面临着房屋出租户增多，社区成员复杂，呈现

出老人多、房型多、困难群体多、出租合租多等特点。由于社区居民背景复杂，各种生活陋习难

除，导致旧式小区的一些普遍问题，例如公共服务设施不足，不易形成社区文化，社区公共事务

难以开展。在社区环境治理开展之前，该社区的户外垃圾杂乱堆积，天气炎热时恶臭熏天，生活

质量堪忧。因此，如何开展社区环境治理，成为居民区的紧迫课题。 

  2009年开展的“迎世博 600天行动”给梅陇三村社区带来了社区综合治理的契机。由于政府

加大投入，社区硬件环境的面貌焕然一新。之后，为持续保持环境整洁、生态和谐的面貌，该社

区中社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决定实施一项“凌云生态家”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并得到了该社区

居委会书记的大力支持。为增强社区推广中实际操作上的指导能力，社区学校主要负责人引介了

一位长期志愿从事环保工作的“环保达人”加入该项目。梅陇三村社区的环境整治工作，从垃圾

分类回收与推广开始展开。 

  2010 年以来，在硬件建设上，“凌云生态家”项目不仅改善了社区学校的教学条件，还引入

了“厨余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在各垃圾库房配备了专用“厨余桶”，把处理后产生的肥料用于“一

平米菜园”项目。在软件建设上，社区学校搭建了多个教育、互动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生

态文明教育课程，如 “社区与家庭生态道德讲堂”、“青少年社区实践项目”等，在社区各年龄

群体中推广厨余垃圾分类知识和“微绿地、微农业、微循环”的社区生态保护理念。更关键的是，

社区教育过程中促成了 10名家庭主妇自发组成了“绿主妇、我当家”的行动小组，为此后的“绿

主妇”议事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利用社区工作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引导需求多样化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共同利益的活动中来，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必要前提。依靠

行政性力量贯彻政策性的要求，虽能够实现短暂的突击性任务，但让居民持久参与到社区公共事

务中来，就需引入新的社区治理的方式和机制。梅陇三村社区的治理经验中呈现出了社区工作的

力量，并形成了一种都市社区治理的运作模式。 

  首先，梅陇三村社区的经验集中表现在，耐心培育“绿主妇”行动小组，逐渐形成了“绿主

妇”环保指导中心这一社会组织，并通过“凌云生态家”社区教育实验项目与“垃圾减量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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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行动，建立起了更为合理的垃圾分类回收的合理模式。 

  其次，梅陇三村社区的实践显示，在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中，仍须处理好基层权力的配置问

题。尽管作为个人可选择是否加入社会组织，“绿主妇”环保指导中心的核心成员则是由居委会

推荐的。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仍具有官方约束力，被推荐人支持居委会领导，或本来就是

社区公共事务中的活跃分子。当这些参与者形成居委会、社区学校和社区居民三大主体组成的“绿

主妇”议事会时，他们成为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的核心力量，发挥出减轻居委会工作负担、提高居

民参与度的功能，使得服务的提供也变得更为主动。 

  “绿主妇”的运营主要涉及两大方面。首先，“绿主妇”议事会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展开

活动，改变了原有的社区治理架构。“垃圾分类”仅依靠“绿主妇”的成员是不可能做到的，更

需要社区居民的全方位参与。“绿主妇”的行动策略是尽可能在社区的各类团体活动中镶嵌入“生

态环保”的要素，促进环保理念、知识的普及。比如定期开办“老年读报小组”、“合唱队”等社

区活动，通过积极普及垃圾减量、分类回收的知识，促进居民交流。其次，“绿主妇”还设立了

创意工作室，组建了低碳环保宣传队、垃圾减量活动特别小组。创意工作室不仅收集社情民意，

生产环保创意作品，还策划推进社区的环保服务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配合、齐头并进，使

得“绿主妇”一边发挥主体性，开展社区环保活动。另一边则以居民为主体，倾听他们在垃圾分

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并及时反馈专业知识和方法，尝试科学地解决问题。此外，议事会每月

都定期召开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并讨论下一阶段的服务方案，具体工作则由议事会成员分

头落实。 

  社区教育是培育和形成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直面 “垃圾围城”的城市治理危局，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治理之路，社区工作大有可为。

梅陇三村社区的居民生态环保行动持续多年。在社区治理视野下，梅陇三村社区的经验是否具有

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值得反思和总结。 

  首先，基层政府需转变观念，支持并确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如今，依靠传统

的单一行政化力量已无法可持续地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必须依靠社区各主体间的多元协同，形成

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在梅陇三村社区中主要表现为居委会、社区学校和“绿主妇”三者之间形

成的共治架构。在其他城市社区，因具体环境、人事状况不同，参与多元共治的主体或有所不同，

但要形成有效的治理架构，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社区教育是培育和形成社区治理体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社区的环保活动的

开展，需要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居民们需要接受环保理念，掌握环保知识和科学方法，拥有一

定专业技能。坐落在梅陇三村社区之中的社区学校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和智力

支持。从“自然课堂”到生态种植专业教室，从居民种植体验课程到交互式电子学习平台，从开

放式互动展厅的布置到“社区生态文明教育项目”，这一系列社区教育活动普及了垃圾分类、环

境保护的理念，并有效培育、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性。因而，基于当前城市社区的现状，有效

推进社区自治就必须依靠持久有效的社区教育，使先进理念和科技知识能够在社区居民中得到普

及与应用。 

  最后，参与治理的主体性需要依靠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实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使之参与

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共治过程中来，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转型的必要条件。在梅陇

三村社区，“绿主妇”逐渐发展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值得信赖的纽带，不断整合多方社会资源，

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共治之中，调动起他们自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激发出了社区

的真正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