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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针对青少年社区发展现状，阐述创建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社区的必要性，并从增

强“社区人”意识、加强社区组织建设、丰富社区阵地内容、拓宽社区合作形式、加强社区队伍管理等

方面，分析创建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社区之着力点，确立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社区之主体特征，以期对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创建工作做一粗浅把握。 

[关键词]  社区人  社区阵地  社区合作  社区队伍管理  青少年健康成长 

 

 

近来，社会各界，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无不以热切

的眼光关注社区创建这一焦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社区已成为社会热门研究领域或工作延伸空

间，尤其是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建设，更是倍受关爱，令人瞩目。这股“社区”热，决不是空穴

来风，其存在与发展，有其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社会根基。 

 

增强“社区人”意识 

 

首先，增强“社区人”意识，转变“要我社区”为“我要社区”。随着社区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对社

区资源合理配置的强烈要求，社区理论研究者与实务者必须在广泛宣传政府对社区的系列导向政策，扩

大宣传覆盖率基础上，着力培养社区人的主人翁意识，变被动为主动，使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社区成

员认识到，社区建设不只是政府行为、组织行为，而是深入社区成员每一位心灵的大家共建、人人参与

的行动。“我要社区”，要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意识与责任意识，共同探寻创建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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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要性、可行性及方法、途径等。 

其次，增强“社区人”意识，提升“我要社区”为“我爱社区”。随着以一个地理区域为中心、围

绕日常生活方式相互作用而组织起来的社区功能的不断扩大和延伸，要在“我要社区”的基础上，变单

纯、单向的“意志行为”为立体多彩的“情感思维”，变主动为能动，突出情感性，突出主体性，创造

热情，激发热情，并以此指导具体实践、专业视角研究或做出符合国情及区域社区实际特点的可行决

策。 

 

学习社区组织方法 

 

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介入社区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或许是共青团及其外围组

织介入社区的前期效应，如前所述，各青少年组织在社区的表现差强人意。应该说，共青团及外围组织

介入社区建设，一方面能发挥在青少年中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挥在青少年中的认同感和权威性，

并发挥较易得到党政支持的优势，在强调社区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大背景下，作为组织与群众工作的纽带

与联结，而成为协助党开展工作的基层组织。通过多年实践，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介入建设，已积累一

定经验；但从现实需要出发，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介入社区建设更应从建立可操作性强的方面着手，毕

竟，社区工作最大之特点是显象的。在社区成员面前，只有可接受、能接受才有生命力，否则，尽管雷

声阵阵，终将遭到摒弃。这就必须从方法上进行研究。如： 

1、联动法。在学校——社区——家庭链节上，青少年社区组织要充分利用群众力量，发挥纽带作

用。首先是从阵地、时间上全面铺开。其次，把学校中的人才优势、专业优势、智力优势、群众优势等

引入社区，携手并进，更使社区成为学校必不可免的实践基地；再次，把青少年从家庭的单一的投其所

好，改为“家门口”的阵地建设，加强沟通、联结，增加人与人的亲和力。 

2、延伸法。首先，由“体力型”社区服务向“智能型”社区服务转变。传统的社区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如环境优化、设施维修，是一种“体力”上服务，应该向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科普、社区

医疗、社区环保等智能型社区服务演进，“微偿”的社区服务向“有偿”的社区服务转变，形成某种意

义上的“经济”社区。此类产业化的服务项目，一定能得到向往高质量、高效率的社区成员家长或子女

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社区服务救助解困的广泛性与深入性，并使“取之于社区成员、用之

于社区成员”成为可能，形成灵活多样的运作机制。 

3、综合法。社区尤其是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创建，要调动社区各单位、各部门的积极性，

广泛参与社区组织，共同创建适应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组织。这些组织不应该是单一的、平面的，要

达到强操作性，提高接受度，必须是多方面、多项目、多元化、多层次、多内容。要互相合作，联合作

战。要全盘考虑，以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吸引参与，并创造资源，物尽其用，掌

握灵活性、兼容性。 

 

丰富社区阵地内容 

 



青少年的知识积累、娱乐休闲、社交学习、健康锻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社区内完成。因此，要增

加青少年社区的承载能力，必须建立青少年自己的阵地，改“游击战”为“阵地战”，用丰富多彩、长

兴不衰的活动阵地吸引青少年活动与交流，嵌渗青少年的情感与关爱，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 

教育阵地。创造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探索包括科学、人文、创新等素质教育有效途径，

向广泛性、密切性、合理性、渗透性、实践性、并举性、社会性方向发展，别开生面，追求参与性、知

识性、趣味性。 

实践阵地。发挥实践阵地的双重意义：实践阵地是青少年进行体验教育的基地，要通过青少年亲自

参加实践而获得知识能力和铭心刻骨的满足和成功等体验感受，增强主体意识。实践阵地要为服务于青

少年健康成长工作的社区实务者提供社会实践的舞台，让他们在这里融入激情，进而成为开展工作的最

大驱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活动阵地。活动阵地的建设，若干年以来的实践，各地已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这也是近阶段各地青

少年社区建设的重点。操作过程中要注意拓宽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广度与深度，要注意活动符合青少年思

想特点、符合形势实际，创造品牌，注重特色。 

服务阵地。社区作为地域性的人类共同体区间，社会服务是它的存在与发展。应该说，作为社区成

员基本需求方式，服务阵地的建设是社区发展最起码要求。在此强调的仅仅是要侧重于适应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社区服务阵地建设。如在青少年群体中，为正常青少年、问题青少年、弱势青少年、失职的青

少年家长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教育、文化、生活、生产、平安、法律等方面尽可能进行全方位的

服务。 

阵地建设要注意保持持久性。避免“轰轰烈烈来一阵，挥挥衣袖去无踪”的尴尬境地，更注意形成

固定模式，形成规模效应，形成一派气候。 

 

加强社区队伍管理 

 

首先，加强现代化社区管理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质量的青少年社区工作者队伍。要把社区内

外热心于社区工作的人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活跃起来，把一批政治素质较好、文化程度较高、工作

能力较强、热爱社区工作的青年优秀人才吸纳到队伍中来，增加生机与活力，使工作队伍“年轻化、革

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在人事制度改革背景下吸纳一批工作经验丰富、有相当协调能力、熟识青少

年工作特点、热心于社区工作事业的干部到队伍中来。 

其次，加强对社区服务人员的管理。各社区的发展历史长短不一，发展层次高低各异，社区服务

人员自身素质存在各种原因，造成了社区组织对社区服务人员的管理难度，对专职或义务的社区服务人

员进行培训教育。 

再次，加强对社区管理人员的管理。加社区专业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建立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工

作程序和必要的职业权利保障，建立可行的录用与聘任制度等。总之，作为较为松散的组织，社区中社

区成员构成复杂多变，社区成员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经济实力、性格特征完全不一，因此，无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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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靠行政命令完成各项任务。要站在社区稳定、政权稳固的高度上考虑，寻找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

使青少年社区组织成为党组织在城市、农村、山区、海岛社区工作的帮手与助手，改革只由政府职能部

门介入的“独角戏”为大家同参与“大合唱”，共建青少年社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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