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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论，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本文以“三共”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基于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社

区思政的研究，对社区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共建共治共享的理论出发，总结出社区思政所具有价值引领、

政治导向、情感凝聚的功能。紧紧围绕政治理论、形势政策、社区文化、道德法治内容。针对当前社区

思政教育工作存在教育队伍建设不足、社区精神匮乏，凝聚力不足、社区居民学习主动性不强和理论宣

传流于形式的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共同致力于社区思政教育工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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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建、共治、共享基本内容

基于社会治理问题，国家领导人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阐释了

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刻内涵，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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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 [1]。

共建的要义在于发展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需要所有居民的共同建设，强

调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协作制作一个“大蛋糕”，依靠人民群众这一力量源泉，在共同协作下建设美丽社

区。社区思政教育工作要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把

解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人们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在解决居民实

际问题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

共治的要义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基层治理不再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而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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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共同治理中，积极献策，建立居民议事会、听证会等平台，推动“民办民议、民事民办”。改革开

放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党和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整合社会力量，稳定社会秩序，依靠自身权威统

一领导和资源配置，在传统单位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一直采取的是纵向垂直的管理关系，对社会成

员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从分封制到秦朝的郡县制以及后来的保甲制度，都是中央为加强集权的表

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高度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应用而生。

共享的要义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奔向共同富裕，在共建共治的基础上实

现共享，共享作为根本落脚点，最终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共同富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与责无旁贷的使命任务 [2]。十九大报告首次定位新时代

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消除绝

对贫困成为今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2021 年 7 月国家领导人在建党 100 周年讲话时庄严宣告我国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二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

二、社区思政教育的内容

（一）政治理论教育

社区居民的政治理论教育包括政治观教育、法治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进行社区思政教育，要

从社区居民的现实实际情况出发，由易到难、由浅到深逐步推进，社区居民政治理论基础薄弱，且对国

家政治理论冷淡。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关乎切身利益的是衣食住行，顶层设计方面是否做到为民、利民、

安民。所以社区思政工作必须转变方式，着眼于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小事，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地

做实事，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保障。

社区政治理论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旨在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政治理

论素质，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熟知中国共产党史，了解新中国的成立是建立在无数仁人志士付出的

基础上，才有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的知识，感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才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社区思政教育要引导社区居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社会主义制度，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理论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社区文化教育

社区文化教育包括价值观念、社区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公众制度、文化环境、文化活动等，

其中，价值观是社区文化的核心。十九大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区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基础上，

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成员的文化认同和责任感，能够形成和睦的邻

里关系，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培育好社区精神，促进社区的现代化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层面提出要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区作为社

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不例外。社会包含着社区，社区文化的发展更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社区

文化以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大力建设社区文化宣传栏，营造

社区文化环境，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好人好事、劳动模范等内容，潜移默化社区居民

文化素养，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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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法治教育

社区是居民获得幸福感、归属感的场所，社区精神环境影响居民对社区组织领导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营造团结、互助、友爱、整洁的社区环境是整个社区组织的追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制”到“治”，是民主法治的生动体现，居民法治基础理论薄弱，法治意识淡

薄，理性思维能力弱，容易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乡村社区因土地、宅基地、借贷的问题发生矛盾纠纷的

案例屡见不鲜，而居民的相关法律知识欠缺，社区思政教育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进行法治素养教育，

特别是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治知识宣传，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居民法治理论素养，营造社区法治氛围，

有事用法，也为社区解决各种矛盾纠纷提供了方法路径。

社区道德教育培养社区居民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培养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树立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保护环境、尊重他人、爱护公物，舒适的社区环境会让人心情舒畅，活

动共办，问题共商，团结社区居民，诚实守信、自立自强，凝聚社区共识，在逐步提高社区成员文化道

德素质基础上，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获得幸福感、认同感的港湾。

三、社区思政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路径

（一）现实困境

1. 社区思政教育队伍建设不足

目前，乡村“空心化”论的观点在媒体上较为流行，《人民日报》刊发了“乡村空心化：困局如何破

解”的文章，也有一些调查报告将目前乡村社会劳动力外流和大量儿童留守乡村的现象视为“乡村空心

化”趋势。留守的主体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由于融入城市的成本高、就业机会匮乏和自身照料责

任的捆绑，青壮年大多会出门打工。要用一个系统的理论武装社区群体，必须建设这样一支专业的队伍，

而当前社区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专职宣讲员较少，大多数领导班子并不是科班出生，政治理论素养薄弱，

不足以承担起理论宣讲的任务，日常的工作任务较重，加上经常下乡实地考察，造成领导班子精力不足，

需要在宣传队伍上下功夫，建立一支专门的宣讲队伍

2. 社区精神匮乏，凝聚力不强

在熟人社会关系中，人们通常可以依托基于亲密交往而形成的情感、道德和共同的传统与习俗，自

然构成均衡的社会秩序。随着流动群体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大，熟人社会逐渐过渡到半熟人社

会，从熟人到陌生人，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络崩塌，之前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组成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乡

村治理在公共服务不断下乡与村民自治的共同作用下，也基本上处于良性状态，乡村居民在“进城”和

“留乡”之间摇摆不定，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体现出来，由此波及和影响着乡村社会秩

序的构建。

城市社区中租户占比超 40%，短期居住者缺乏参与动力，形成了“候鸟式”社群结构，社区的重要

事项不参与、不关心、不询问；新老居民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价值观冲突，矛盾激化；集体记忆消逝，传

统节庆被商业促销取代，失去文化凝聚功能；微信群“线上热闹，线下冷漠”现象突出，虚拟互动难以转

化为现实信任。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社区居民之间精神层面的崩塌，居民间的凝聚力减弱，没有共有的

精神支撑作为支持，居民自身从社区得不到安全、幸福、归属感。

3. 社区组织的理论宣讲流于形式

社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宣传的方式方法极为重要，如何能够让党的政策方针

入脑、入耳、入心，是摆在广大基层领导面前的大事。现阶段来讲，以拉横幅、发彩页、发小礼品的形

式居多，而大多数居民在宣传活动中并不是奔着宣传内容而来。“台上照本宣科，台下低头刷屏”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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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在社区理论宣讲活动中屡见不鲜，看似“热热闹闹”，实则“雨过地皮湿”。这种流于形式的宣传根

源在于基层治理的“悬浮化”，一方面，行政任务层层加码，社区工作者疲于应付，无暇深耕内容创新；

另一方面，居民被视为“被动群众”，而非共建的主体，活动为完成考核指标而开展，签到表发挥了真反

馈，到场率掩盖了时效性 [4]。

（二）解决现实困境的路径分析

1. 贯彻共建理念，实现多元共建

社区形势政策教育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人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在社

区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前提是有一批专业的教师队伍，社区由于人才短缺、领导班子陈旧、居民思想陈

腐等原因，社区思政教育工作总是很难展开，更谈不上以点到线，以线到面的效果，所以积极培育一批

专业的思政教育工作队伍是达到目标的关键。

贯彻总书记“共建”理念，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社区，实现社区公共事务共同治

理，成为社区自治的主人，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件共同商量，采取民主评议会等形式，聚集社区不同

参与主体，满足不同主体之间的需求，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5]。

2. 贯彻共治理念，实现多元主体权责明晰

针对社区理论宣讲流于形式的问题，完善制度管理体制成为解决该问题的良策，要改变宣传的形式，

必须不断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对基层社会

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推进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做好基层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

结在党组织周围，逐步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强化党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基层党组织需要不断创新宣

传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自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等特点，与动画

演绎相结合，摆脱过去僵化、死板的宣传形式，以生动、活泼的形象展现在社区居民面前。

3. 文化赋能公共精神，实现共享理念

社区认同是社区道德维度的基础，一个由人居住、生存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城市社区，必须拥有社

区的认同，才能形成自身强大的活力和功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区的进步发展才有可能 [6]。社区

思政教育要积极促进社区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努力提高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从多方面入手

去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居民认识到社区是自己的家，拥有集体意识，加强

社区凝聚力和互助精神，努力让社区成员认识到“小家”和“大家”互不割裂，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三共”理论为社区思政教育提供了系统性实践框架，通过理论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社区生活实践。在共建共治理论的指导下，融合多个主体参与其中，最

终达到共享的目标，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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