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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

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

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

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

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

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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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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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 new issue in the new era. Multi-
measure synchronization and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are necessary to moderniz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ensure sound ope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law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grasp the common feature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bring forth new ideas, methods 
and measures, pool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employ systematic thinking to build a win-win patter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na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we should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ts synchronous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levels, and make a cas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objective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so as to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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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at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indispensable core el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efficac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f systematic thinking, building 
an overall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 pluralistic driven security 
mechanism.
Keywords：nation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ynergy

社区教育一般是指社区与教育的融合与开放、

互动与参与的组织形式或教育活动 [1]。社区教育

依托其教育和组织等行动，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的

必要手段，二者在教育目标、作用主体、参与范

围、作用机制等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内在关联性 [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 基层治理

是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工程，其与社区

教育的同步实施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有其特有的规律性和逻辑

归因。深入研究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可行

性与必要性，探索二者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对

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近年来在中国学界获得

进一步完善，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下多元协同”

这一基本范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开启了“中国之治”的崭新篇章，

同时也为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打开了全新境界。但

理论界对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研究还不完

善、不深入、不具体，多是侧重于基层治理或者

社区教育之一，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把二者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的较少。实践中，基

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

当前我国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仍存在主体缺失、

能力缺失、内容缺失以及理念缺失等问题。本研

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立足基层治理

与社区教育的逻辑联系、内在关系，并借助对案

例样本的剖析，从理论层面解决认知问题，从实

践层面明晰融合路径，以期进一步科学完善基层

治理和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理论体系，实现“1+1>2”
的融合功效，为基层治理实践者、社区教育工作

者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构建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

融合发展新格局提供参考。

一 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步实施的可

能性

（一）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要素融合

一方面，从治理的视域来分析，基层治理从

来不是单方面行为，而是资源整合的集中体现，

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治理活动目标的一致性、

统一性和一贯性，使得治理要素必须打破无序性、

分散性和随机性，这是治理有效性的基本保障。

治理要素多维多元，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管理主体、

实施主体和参与主体及治理对象等要素，治理的

效率最终取决于各种主体要素的有机融合度。而

现代基层治理是指治理这一活动和过程在基层的

合理运用和体现，其基本要素构成遵循了治理的

一般原则与普遍规律。在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

实践过程中，基层治理的管理主体主要是指上级

地方党的组织、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实施主

体包括：基层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它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和其它社会

力量。基层治理主体要素既有特定的规定性，也

有开放多元性，这种社会管理禀赋为社区教育主

体融入基层治理主体框架拓宽了渠道。

另一方面，从社区教育的角度来看，2016 年，

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社区教

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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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由此可见，社区教育实际上已经纳入到了基层治

理体系建设的范畴。当前，发挥党委政府的推动

引导作用，把社区教育切实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

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这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

方向和总体趋势。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必须培育

多元主体，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

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

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

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社区教育的管

理主体、实施主体和参与主体构成在凸显教育专

门性的同时，又兼具治理的协同性。把基层治理

和社区教育主体要素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其基本

构成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同一性和交叉性，

二者有机整合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二）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开放协同

理论层面上，基层治理，是指主要在农村乡镇、

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

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

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运作

实践的总称。基层治理着重在开放体系下推进基

层治理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行政和理念

等全方位的转型重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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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 [4]。而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最大的差别

在于其强烈的公共事务特性和鲜明的基层社会

治理属性 [5]。这就为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同频共

振提供了政策支持与理论支点。基层治理范畴下

的社区教育，可以在管理体制和社会参与、目标

导向和需求导向、制度设计与激励驱动、服务方

式与手段创新等多个层面，实现基层治理和社区

教育的资源整合、效率提升。实践层面上，社区

教育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和建设

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是运用本社区政治、教育、

文化等资源，面向本社区全体公民、以促进本社

区人的发展与社区发展为目标的各类教育活动 [6]，

具有主体集约化、对象全覆盖和手段多元性的特

征。这种教育开放性特征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天然

相融、浑然一体。协同治理模式也实现了政府在

治理过程中的角色转变 [7]，更凸显其作为服务者

实现多元治理的能力。

（三）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优势互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

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和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

工程，社区教育在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

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是一致

的，都是加强区域治理现代化，只是基层治理是

全面统筹推进，而社区教育是发挥其教育属性和

社会属性，从教育专业层面侧重推进。从广义的

逻辑概念上分析，二者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在基层治理范畴中，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组成

部分之一，也是基层治理重要手段和具体措施，

二者具有内容、功能、对象上的高度契合性。社

区教育所倡导和致力完成的社区居民素质全面提

升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总目标，是基层治理目标

体系的基础指标，其推动居民再社会化、提高组

织化程度、促进社会融合、缓解社区矛盾、加强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基层

治理的效率与质量。社区教育具有公众性、参与

性与综合性，是实现社区治理的良好载体，也是

一个各类公共资源整合的平台。社区教育作为一

种“软性公共品”，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内

容 [8]，能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目标实现。当前，

社区教育总体供给不足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的关

键短板，须着力加强社区教育，夯实新时代基层

治理基础。社区是居民的共同家园，共同价值观

的塑造不仅是社区居民的“凝结剂”，也是打造

社区文化建设的根基。而社区教育是塑造社区共

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借力社区教育，可以增强

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规

则的认同感与遵从感，增加社区居民的“向心力”，

从而为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价值基础。同时，社

区居民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其文明素养是实现社

区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社区教育是提升社区居

民文明素养的关键一环，只有加强社区教育，才

能从思想政治品德、法律法规、科学文化知识、

审美情趣、心理素质、人际关系、环保意识等方

面提升社区居民的文明素养，从而为基层治理奠

定良好的主体基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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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互动

的成效与不足

（一）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成效显著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从管理到治理的

社会变革构想以来，社区教育发育较好的一些发

达城市已先行一步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实践，如北

京、上海、杭州、宁波、西安等。大量典型案例表明，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社区教育功能已悄

然发生变化，在服务市民终身学习需求、提升市

民素质这一教育功能基础上，促进社区文化建设、

环境建设和社区和谐等社会管理功能 [10] 进一步得

到发挥，社区教育的内涵不断拓展，其社会管理

职能不断加强。主要成效有三个方面。

一是布局架构形成了叠加和融合。综观我国

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很多地方的社区教育已经

从探索萌芽期成长到了深化发展期，正在向现代

成熟期迈进，社区教育基本网络格局已经逐步形

成。从市州一级看，“市级社区大学、县（市）

区社区学院、街道（乡镇）社区学校、社区（村）

学习中心”四级纵向布局已经完成，基本上做到

了有机构、有职责、有人员，社区教育覆盖面和

社会程度在不断提高。而与之相适应的是，随着

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

职能下沉，街道社区一级基层治理任务逐步加重。

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街道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基本的细胞体，为保证管

理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基层服务的深入性，“网

格化社区管理”应运而生，社区网格化管理依托

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

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

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

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其主要优势是政府能够

主动发现、及时处理问题，加强政府对城市的管

理能力和处理速度，提升管理效能。比较而言，

社区教育的四级网络和社区网格化管理，布局上

有很大的重合叠加成分，也有渗透融合的态势。

二是教育服务功能的有效延伸。社区教育独特

的社会化与开放性，已经无形中把整个区域或者

说把面对的辖区当作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辖区之内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各种社会主

体，也无论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组织存在，都毫

不例外纳入了其教育服务的范畴，这也是我国教

育公平的体现。而教育的禀赋是在管理的基础上

进行的，从这个角度分析，社区教育功能的充分

发挥，其基础和前提是管理好自己所教育服务的

对象。社区教育已经使其教育属性和社会属性高

度融合，其社会属性的彰显是社区教育管理功能

的完善与丰富。在这种社区教育理念的支持下，

社区教育在社会实践中与基层治理的对接越发主

动而自然，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社

区教育为促进就业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

贡献，开展技能培训、帮助失业者就业致富、推

进社区经济发展正成为社区学校的重要功能。宁

波、西安等城市，社区学校成为政府与百姓对话

与化解矛盾的平台，社区学校正超越一般学习场

所的功能，成为培育市民自主参与的意识、能力

的场所、政府与居民对话社情民意的交流平台。

三是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的措施机制形成良

性互动。考察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可

以发现，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能

力的不断提升，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互动的深度

和广度在不断加强，社区教育内容体系在丰富拓

展，除知识类、技能类、娱乐类等公民素质教育外，

改善社区生活环境、促进社区发展、关心社区公

共事务以及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也是重要内容，

从而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社区治理融为一体；

社区教育推进方式手段在改进优化，社区教育的

开放性、社会性特征逐步激活，社区教育与区域

党建、文化建设、综治维稳等基层治理的核心元

素正在资源整合。比如，有些地方，社区教育在

引导学习团队发挥正能量、反哺社会、服务社会

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在大力提升居民组织化程

度和社区服务能力方面正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

基础作用。有些地方，社区教育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实效。有

些地方，社区教育成为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

理的有力抓手，在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治理

方面可以发挥枢纽般的重要作用。

（二）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存在诸多不足

当前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的探索实践仍不

充分，发展也不平衡。现有实践成果仅折射出了

社区治理的一些新理念、新内涵，反映了社区教

育的一些新变化、新举措。当前我们还没有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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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形成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常态化

体制机制，经验做法系统性、完整性还不够，地

方个性化明显，碎片化特征突出，个体优势还没

有转化为整体优势，以点带面的放大效应尚未形

成，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有序性中隐含着混沌性。基层治理是基层

管理的现代化，也是基层管理模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的整体跃进，这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是剥离了

基层管理中无序、短视、单边等负元素的有序推进，

是整合了基层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积极元素的系

统集成。在基层治理趋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下，社

区教育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深入

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直接体现，基层治理与社

区教育契合度不断提高，这是基层治理有序推进

的必然结果。但从客观实际看，基层治理作为一

种新生事物，在利用辖区各种组织、采取各种手段、

整合各个平台方面思路还不够清晰，基层治理与

社区教育融合度不高，基层治理没有充分发挥出

社区教育的应有作用，呈现出社区教育治理主体、

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功能缺失的混沌状态。

治理主体上，参与社区教育的主体单一，绝大部

分的社区教育活动是由街道社区组织开展，社会

组织、教育机构、辖区单位等相对缺位，多元主

体共同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的

治理格局远未形成；治理理念上，社区教育纳入

国家治理体系时间不长，其在融入基层治理一事

上缺乏自觉性和使命感，同时社会对社区教育在

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认知程度较低；治理功

能上，社区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不明确，

社区教育被视为即社区文化，以趣味学习、文体

娱乐、技能培训、游学实践等为主要形式 [11]，较

为单一同质，缺乏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衔接，没能

真正做到与社区生活、社区事务、社区发展接轨，

弱化了其功能意义。

二是习惯性掩盖了矛盾性。我国基层治理是从

长期基层管理中脱胎而来，是政府行政主导的重

要社会管理行为，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固有模式、

特有手段和措施，主要是一种垂直的、自上而下

的单一管理格局。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城市管理的职能不断下沉，特别是区域治理理念

的逐步形成，强化了街道社区基层治理的责任和

职能，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管理的途径和方式

在不断拓展，但基层管理的封闭性、单一性格局

仍未打破。我国社区教育既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产

物，也是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服务的重大

举措，是教育的教育属性与社会属性紧密结合的

最好彰显。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教育已经经历从

初步发育、积累成长到逐步成熟阶段，社区教育

网络布局基本形成，服务全民学习的终身教育体

系正在全面构建，为城市经济事业发展、推进学

习型社会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从社区教育纳

入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

要求上来看，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协同推进、

融合互动还很有限，二者的管理体制、运行方式、

推进措施仍是各为系统、两线运行，基层治理还

没有真正把社区教育提升到社会管理的范畴。

三是自为性导致了失调性。社区教育融入基

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

部署，也是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但

总的看，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变成了基层落实的自

发性，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缺乏制度保障和理

论指导，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理论研究不够。

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

理论界专注并停留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本身规

律性和实用性的研究，而对于社区教育融入基层

治理课题的前沿性、重要性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和

紧迫感。真正深入研究社区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

功能定位进而研究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协同推进

的实践课题或者理论研究论文为数不多、乏善可

陈。即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构建服务全

民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纳入到了国家治理层面，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步理论研究也没有摆上应

有位置，致使社区教育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助力，

在理论层面和认识层面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任务

的需要。另一方面政策跟进不力。社区教育融入

基层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需要有政策的配套支

持。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的基层管理实践，基

层治理的环境、对象、任务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已是迫在

眉睫，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催生发展。深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

理的实践情况，共性问题是伴随着社会管理模式

的转型，政府的管理职能逐渐下沉，街道社区承

担了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社区原有的解决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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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的手段、资源等日益捉襟见肘。实现体

制机制及时转型，最大程度上调动各种社会力量，

引导和发挥好社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形成

健康的社区治理体系至关重要。目前，社区教育

融入基层治理还没有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基层

治理的主体如何统筹协调、社区教育如何围绕基

层治理来开展缺乏顶层设计，社区教育还游离于

基层治理之外。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要求上的一

体化，在实际中还是“两张皮”，其整体合力没

有充分发挥出来。

三 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路径

（一）不断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

一是要深入溯源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决议报告的形式，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了战略部署。这一宏观决策需要微观措施

的强力支持，基层治理现代化正是在这一时代背

景下的产物，只有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才会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理论界应根据形

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把基层治理的内容、目标和

推进方式等问题作为重大现实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要对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

各种要素进行比较分析，甄别出正向要素和消极

要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使基层治理现代化

课题研究系统化、深入化和全面化。在此基础上，

要重点研究在以往的基层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的社区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定位其主要

功能职责，规划出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

的路线图，厘清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的必然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消除模糊思想认识。

二是要充分试点论证。理论上的设想需要实践

来检验，尽管目前已有人进行了社区教育融入基

层治理的一些尝试，也有地方基层在治理中借助

了社区教育资源，放大了社区教育基层治理的功

能作用，但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更多是处于一

种自发状态，而且主要在少数发达城市进行，试

点带有很大的地方性特征，其实施方式、推进措

施缺乏规范性、普遍性和可操作性。鉴于前期探

索实践的客观现状，宏观上，要科学制定总的试

点指导意见，整体布局、统筹推进，根据各地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不同状态、基层治理的难易情况、

社区教育发展程度，选取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

试点样本城市，认真组织、精心指导，确保试点

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分门别类、有序进行。微

观上，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问题、有的放矢，“以

痛点为起点”，直面社区居民的主导性需求，直

面队伍不齐、内容陈旧、形式单一、资源短缺等“瓶

颈”，着力在加强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上下功夫，确保试点经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要注重成果转化。对以往在社区教育与

基层治理协同推进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对试点工作当中的经验启示，对课题研究中的探

索成果，要及时进行巩固提升，形成普遍性、规

律性的长效机制。成果转化要强调前瞻性和指导

性：其一，必须转化为系统思维的养成。社区教

育之所以能在基层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因

为社区教育和基层治理都打破了条块分割、封闭

运行的格局，互通互动，进行了资源的有效整合，

从而使得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功能作用更加

完备；社区教育也在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中，因

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学习产品、文化服务和满足

了更多的社会需求而功能衍生、职责叠加，进一

步彰显了自身的价值作用。其二，必须转化为舆

论氛围的导向。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协同推进的

探索，导向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下沉分解，变

为由社会组织和其他部门共同承担，其属于基层

政权建设范畴的重大尝试和改革试水，合理性、

合规性和合法性都需要正面宣传和大力倡导，以

已取得的基层治理实际成效为例营造社区教育融

入基层治理的强大舆论氛围。其三，必须转化为

政策出台的动力。社区教育在社会价值观重塑、

社会关系重构和社会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能力提升提供了新思

维 [12]，也为国家层面在宏观治理的基础上出台基

层治理相关配套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从而实现

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

态化。

（二）着力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

一是组织机构重组。要构建社区教育与基层

治理协同推进的统一领导机构、协调机构和管理

机构，充分发挥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支部在社会

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政府主导实现部门分工

合作，做到动态管理和协调高效 [13]。目前，社区

教育和基层治理各成体系，呈纵向垂直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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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缺乏沟通机制、管控机制和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主体各有不同，政府组织、

社会组织、教育机构、驻区单位、社区居委会和

社区居民等主体之间存在共性重叠问题。这些众

多的主体中谁是主动组织者、谁是被动组织者，

谁是牵头者、谁是参与者，在社区教育和基层治

理中要予以明确，这样才能使社区教育和基层治

理达到目标一致、协同互补、高效有序。要由政

府牵头成立区域性基层治理领导小组，明确把社

区教育主管部门和实施机构纳入其中进行基层治

理的统一布局；社区教育相关部门根据基层治理

的任务要求，在领导小组的归口管理下开展工作，

使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在管理格局上清晰有序。

二是职责功能重构。一方面，要对整个区域

基层治理的职责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分解细化，按

照各个主体的不同性质、不同特点制定任务目标，

合理整合资源，确保基层治理的覆盖面不留空档、

不留死角，保证基层治理的充分性和平衡性。另

一方面，要根据基层治理的需要，对社区教育的

职责功能重新定位。这种定位从理念取向上是要

强化社区教育的社会管理责任，使其成为基层治

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达成实施教育行为结

出加强社会管理的效果；从职责内容上是要把和

谐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作为主线，专注于社会价值、社会关系和社会

秩序的正向构建，实现社区教育由单纯育人到育

人和管理的结合，实现教育管理到社会管理的赋

能；从作用方式上，要专注于教育领域到社会领

域的拓展延伸，借势党的建设、文化建设和社区

服务载体平台，融合推进。

三是专业队伍重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关键

在人，要随着基层治理职能的增加，充实好街道

社区执行层面的基本力量，根据职责大小、工作

难易和辖区人口、面积等不同情况，做到事权与

人力的合理配备，改变以往政府管理职能下沉但

基层人员严重不足、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要把

社区教育的队伍力量纳入基层治理的范畴，统一

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构建基层治理步调

一致、协同推进的人才支撑；要充分认识到基层

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把基层工作者能

力素质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在选优配强的基础上，

根据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形势新任务，着力加

强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修养和专业素养培树，

使社区教育者完成从教育者到社会工作者的身份

转变、职责转变和能力匹配。

（三）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

一是跟踪调度制度化。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

理，第一要在统筹协调机构的统一部署安排下，

制定年度或者中长期目标任务，对社区教育融入

基层治理情况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专项督查，对基

层治理主体履职情况、社区教育开展情况、基层

治理和社区教育协同推进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

调度协调，保证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工作的正

常开展、有序实施。第二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每季度召开基层治理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指

导辖区各基层治理主体工作，突出街道社区党组

织与社区教育主体的联系，确保党建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出来。第三要建立联系指导制度，驻辖区

单位、社会组织定期联系社区教育机构和街道社

区，开展社区教育、基层治理调研指导工作，强

化各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发挥社区教

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二是综合考评科学化。主要是建立社区教育

融入基层治理综合考评机制。考评内容上，要明

确把社区教育纳入到基层治理的范畴，基层治理

的考评体系和指标项目设计要准确评估社区教育

的占比，体现考评体系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强化

综合考评对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的引导力和驱

动力。考评对象上，要实行分类层级考评，把社

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的行为主体加以区分：基层

治理主体是主动行为，属于第一层级对象，社区

教育主体是参与行为，属于次一级层级对象。二

者的定位不同，由此在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中

所负的责任也有大小之分，要根据行为的主动性、

参与度科学合理设置不同分值。考评的行为上，

既要由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统筹上级领导部门全

面考评，又要注意区域一线的自我评估，还要引

入社会第三方评价机制，充分听取辖区居民的意

见，体现社区基层组织的自治权、辖区居民的参

与权，实现考评行为实施的上下结合、内外协同。

三是目标激励常态化。要重视社区教育融入

基层治理情况、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协同推进目

标考核结果；要注重考评成果运用，充分发挥其

正向激励作用。政府对辖区单位的绩效等次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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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社区教育功能发挥是否充分；任用辖区干部

时要深入考察其在基层治理统筹协调工作中的能

力和效果；在辖区单位评先评优时，要看相关人

员参与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使综

合考评结果与年度绩效考核、干部提拔任用、单

位评先评优直接挂钩，确保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

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责、权、利的统一，保证社区

教育融入基层治理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

程，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思维、更新观念。新时

代社区教育纳入基层治理范畴，迫切要求社区教

育拓宽思路视野，进行资源整合，夯实实践载体，

提升功能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充足的教育公共

服务产品。本研究在深入分析基层治理和社区教

育各自基本规律、基本特征及基本需求的基础上，

从二者主体要素、开放协同、功能互补等方面，

论证了基层治理和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可能性，

为社区教育融入基层治理作了理论探究；对当前

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做了比较全

面的剖析，用成功的案例进一步证明了社区教育

融入基层治理不仅可能，而且具有可行性、实践性。

研究中也发现了融合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治

理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初步构想，明晰了实现

融合的基本方法。客观地说，这些研究还仅是基

于一些局部的、浅层次的探索实践得出的结论，

研究中提出的构想也只是对现实实践中的一些做

法和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其对基层治理

和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进行了系

统加工和理论提升，其是建设性的、方向性的，

绝非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还不足以完全解

决社区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笔者相信，

基层治理打破以往封闭思维、单向运行格局的重

大实践尝试和理论创新，可以给基层治理视域下

的社区教育如何完善功能、如何资源整合、如何

创新方法提供方案选择和思路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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