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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模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以四川省 D 村为例 

陈珂欣，周炎炎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在社区治理现代化持续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建设也如火如荼的开展，结合城市

社区治理的经验，本文以地区发展模式为指导，充分发现与挖掘农村社区村民本身的能力及存在的自组织

队伍的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路径进行探析。文章最主要是对已有的实践进行总结探析，以四川省 D 村为

例，对 D 村内社区治理的出现的问题，如自组织队伍定位不清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性低等进行分析，

并在地区发展模式视角下提出增强自组织能力、进行骨干培训、开展丰富居民精神文化活动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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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lso in full swing.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as a guide to fully discover and explore 

the ability and existence of villager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resources of the self-organized team are analyzed, 

and the path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alyz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actice. Taking D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D Village, such as the unclear positioning of self-organized teams and the low initiative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ffair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it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enhance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carry out backbone training, and carry out activities to 

enrich resident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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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

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D 村于 2019 年

便开始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曾有社会工作机构为该

地提供了 9 个月的社会工作服务，与村委、居民磨

合的比较融洽，并培育出社区文化自组织“鬼步舞”

班，挖掘了社区骨干。但在 2020 年社会工作者做前

期调查时发现已建立的社区自组织组织活动力不

强，更多情况只为完成社区服务，调动居民参与能

力弱；居民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方面的意识不够，

主人公意识较弱；居民文娱生活匮乏且形式单一；

社区人居环境较差。 

因此，本文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出发点，采用问

卷调查法、文献法作为资料收集方法，了解到 D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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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队伍能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等问题，

再结合地区发展模式，对农村社区建设、社区环境

改进、农村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感以及农村社区自组

织建设进行介入讨论，主张通过调动社区居民积极

性，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在不断整合、挖掘社

区资源同时，培养优质社区骨干和丰富居民生活[2]。

于此同时给出调整改善的具体策略，以此提升社区

自组织能力、增强社区居民凝聚力，改善社区居民

人居居住环境，为实现民众有序和谐的生活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地区发展模式概述 

地区发展模式是典型的社区工作介入手法，是

关于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之一。一方面着重于促进

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另

一方面该模式也是一种发展理念，强调社区成员通

过参与和合作，以集体的形式来挖掘和利用社区资

源，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增强社区

凝聚力和归属感[3]。地区发展模式认为社区居民之

间是团结和合作的，社区内的居民有积极主动地意

愿，去参与到社区的相关事务，对于农村社区同样，

居民也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但农村社区相

较于城市社区更缺少沟通合作的平台，最终导致居

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不断降低，社区自组织更难

开展活动[4]。 

对 D 村进行农村社区治理，首先是发现该村具

有一定的内部资源，具体来说就是该村本就具有一

个文化自组织，该文化自组织具有一定骨干人员，

有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该村虽然村民参与社

区事务的积极性不强，但仍然表现出了对改善环境

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其次，在 D 村开展社

区治理就以地区发展模式动员社区内外资源，推动

居民自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建设，加强与居民的合

作沟通[5]。最后，通过培育优质的社区社会组织，

助力社区社会自组织参与社区院落人居环境治理行

动，改善院落居住的环境，拉近居民间的距离，增

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以及居民和社区之间的融合。 

3 四川省 D 村社区治理现状及主要问题 

四川省 D 村为典型的农村社区，在通过访谈、

走访等形式的调查中，充分了解社区人居环境较差、

社区文化自组织开展活动的能力有待提高以及社区

居民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期望及在人居环境

改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总结该社区呈现出来的具

体问题。 

3.1 居民自治意识薄弱，社区自组织能力弱 

部分居民认为自己做自己的事和社区没有关

系，在社区策划的活动中自己作为农民能力有限、

无法作为，不主动出谋划策，被动参加，主人翁意

识欠缺。居民对环境治理有想法无行动，缺少领头

人带领和组织团队行动，自我服务意识和自治意识

较差。社区骨干没有信心独立开展活动，组织调动

居民的能力弱，号召力和影响力不高，文化自组织

成员人数少，自主性差，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不强、

在策划活动方面能力不足，尽管开展活动大多数以

自娱自乐为主，不注重居民的参与。同时居民主人

公意识缺乏，参与社区活动或相关事务时，主动性

不强。总的来说，社区文化自组织策划活动的能力

有待增强[6]。 

3.2 居民文化活动单一，缺乏团体性文娱活动 

居民在闲暇时的文化活动相对单一，具体表现

为：“打牌和打麻将”以 53%占比最高、“看电视

玩手机”为 48%、“与邻居聊天”为 35.6%、最后

是带小孩，占 32.9%。从数据不难看出，居民大多

数的活动范围相对闭塞，都是以待在家庭为主，活

动也不足以加强居民精神文化建设，但大部分居民

表达了想要更加丰富的娱乐形式和参与社区活动的

愿望和需求。并且自组织能力薄弱，也缺少组织开

展文化活动的能力，大多数的活动都以自娱自乐为

主，居民集体参与的活动更少，缺少了邻里之间的

文化活动互动。即使有时候会在一些节日开展一些

文化活动，但活动多流于表面形式，活动真正的吸

引力不足，导致村民真正的参与人数少之又少，部

分参加了活动的居民更多地或许只是为了一些礼

品，对活动的精神文化内容毫不关心，因此，开展

了的活动的真正效果没有达到，更别说丰富居民的

精神文化。 

3.3 环境缺少管理，人居环境差 

（1）植物修剪和枯枝败叶的清理工作不到位。

当地种植花卉树木，需要修剪树枝及一系列的枯枝

败叶，但居民集中处理意识薄弱，经常直接将修剪

的树枝及各种种植废物抛弃于沟渠、堆弃于路边、

田边之上，致使每年汛期来临时，沟渠时常发生堵

塞，不仅淹没居民的树木花卉且同时造成严重的经



陈珂欣，周炎炎                                    地区发展模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四川省 D 村为例 

- 32 - 

济损失。  

（2）垃圾混投和无序堆放问题影响日常生活。

由于该地居民居住地集中，导致小区内生活垃圾大

量堆放同一处，居民将垃圾混投，也无分类垃圾桶，

不仅影响美观，同时存在安全隐患；小区绿化带缺

乏管理，存在较多毁绿种菜现象，原应美观的地方

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4 地区发展模式下 D 村社区问题的改善策略 

D 村自身具有社区文化自组织，且居民渴望丰

富的精神文化活动以及对人居环境改善的需求，因

此采用地区发展模式，注重挖掘社区自身力量，例

如社区成员的自身力量，培养社区骨干、建立优质

自组织，根据当地的问题开展相应的服务。在自组

织队伍建设方面，可开展小组活动和课堂教育；在

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可开展符合当地本土特色的文

化活动，带动居民自主参与，营造乡风文化氛围，

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在人居环境方面，宣传环保

相关知识，开展相对应的评比活动，提升居民的爱

护环境意识[7]。 

4.1 对居民和自组织成员进行赋权增能，提升

社区凝聚力 

地区发展模式更多强调运用社区自身资源，相

信社区本身拥有能力去解决相关社区问题和发展社

区活动，坚信社区居民应该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

这样一来，在社区凝聚力方面有了提升。并且强调

社会工作者要与居民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8]。首先，

招募新的自组织成员，通过主题培训的方式提升自

组织成员的服务意愿和相关知识储备，具体为通过

开展主题为“社区骨干如何更好作为”、“社区治

理如何提升”、“心有理想、坚定信念”等主题活

动，使该社区原本自组织团队中的骨干成员开拓视

野、启迪思维，对于他们今后如何开展社区工作，

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解决思路，使原本自由散漫的社

区组织朝着高效优质的社区转变[9]。 

然后，通过小组讨论、沙龙、工作坊、坝坝会

或外出参访等形式为其提供相关培训，提升招募的

自组织成员的能力和爱护家园的责任意识，增强团

队凝聚力，切实提升自身能力；最后，开展团建活

动，以“治脏治乱、保洁保畅”进行全村环保宣传，

以团建的的形式，倡导全民动员、全民动手、全民

共建、全民共享，营造出融洽的社区氛围，在活动

中，提升社区凝聚力。 

4.2 开展文化主题活动，丰富社区生活 

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开展要更多加强乡风文明建

设为主，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发挥出先

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但也要更多尊重乡村本位，以

农民主体为出发点，围绕村民的真正精神文化需要

提供相关活动，再结合地区发展模式，召开符合农

村社区特点的精神文化活动，以达到丰富居民精神

文化活动的目标，也加强了乡风文明建设[10]。 

前期阶段，社区自组织逐步完善阶段，社会工

作者可带领居民和自组织成员在湿地公园唱歌，跳

舞，编排节目；中期阶段，社区可举办类似于“我

的春晚•我来出彩”暨该社区首届邻里节主题文化活

动，由自组织具体承办社区春晚，从策划、动员宣

传、节目编排都全程参与，社会工作者从旁协助；

后期阶段，社区自组织完全成型，可自由开展相关

文化活动，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平台，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格局 

4.3 开展“美丽家园”评比活动，提升居民保

护环境意识 

地区发展工作的一个焦点在于对居民细小但常

见的行为（如不乱丢垃圾、注意保护环境）做出改

变，促成居民行为模式的改变，养成良好行为，促

进社区发展。社会工作者需要发动社区居民，整合

社区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来解决社区环境问题。 

在 D 村开展“美丽家园”评比活动，活动主要

包括“魅力村嫂家”和“最美小组”两种，通过环

保比拼类活动，可以积极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逐

渐的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习惯，例如不乱扔垃圾等。

在开展该评比活动前期，通过社区走访建立的交流

沟通平台等多种形式宣传“魅力村嫂家”和“最美

小组”评比计划；活动中期，将活动的评比性降低，

更多的转变为治理的理念，调动居民参与环境美化

的活动中，营造社区整个的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

围；活动后期，通过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提升居民

自我服务的能力和责任意识，推动院落环境自治管

理。打造宜居宜业的居民幸福家园和城市居民休闲

乐园，建成“三美两园”、生态宜居、幸福社区新

景象[11]。 

5 结论与反思 

5.1 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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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近几年来如火如荼的开展，越

来越多的政策、制度聚焦到农村社区治理上来，社

会工作者的介入方法也在持续跟进。本文以四川省

D 村为例，以地区发展模式为指导，探索可借鉴、

具有农村社区特点的农村社区治理途径。 

首先，是对该村的社区问题进行总结。从实际

情况出发，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自组织职

能没有转变、将自己定位准确；农村社区的居民对

于社区认同感低、主人公意识不足；相应的农村公

共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缺乏一定的管理手段[12]。 

其次，是对 D 村呈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社

会工作采用地区发展模式介入 D 村社区治理，具体

措施为：一方面是培育一支较为规范的自组织，提

升居民自我服务的能力和责任意识，过程中不断对

社区自组织骨干进行挖掘与培育，对其能力提升实

施具体培训，使社区骨干与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

识得到提升；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公益活动

的开展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提升社区居民服务

自我的能力和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沟通、文化等

平台的搭建。  

最后，地区发展模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适用性

强。D 村居民本身渴望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对于

参与社区事务具有一定的热情；且该村本具有一支

社区文化自组织队伍，对于社区骨干的挖掘和培育

工作方便展开[13]；最后是 D 村虽然人居环境差，但

居民有改善环境的需求。以此看来，以地区发展模

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具有合适性。 

5.2 研究反思 

笔者针对四川省D村社区治理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策略，由于笔者学术水平有限，还存在一些不足

值得反思，具体如下，首先是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解：

地区发展模式强调的是社区内部力量的运用挖掘，

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高，因

此要求社区居民、自组织成员对地区发展模式有了

解[14]，但笔者并未意识到社区自组织成员是缺乏对

地区发展模式的感知，现实是即使在开展实践活动

中认识到自身优势和提升自身能力，但对于社会工

作者存在一定的依赖，需要更多站在居民、自组织

成员的角度理解该模式。其次是笔者自身缺乏农村

生活经历，在对农村社区真正的问题表现和精神文

化需求判断方面还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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