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为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项目号７１４９０７３３）阶段性成果

社区睦邻中心： 基层公益
服务提供的杨浦模式

赵德余　等著



内容提要

杨浦睦邻中心的运作以及其在提供有价值的社会公益服务方面积累和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经验模式。 通过社会公益服务供给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杨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弥
补了个性化社会服务供给中政府缺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社会服务
需求，同时对杨浦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经验启示意义。 本书系
统地介绍和总结了杨浦区睦邻中心的运转逻辑及其对中国社区服务与治理实验区建设的示
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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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各种方式和各种视角解读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学者的研究兴趣。目前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解读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经

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政治社会发展结构模式的研究，而对

于中国社会社区自治的组织模式的微观案例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发展模

式的含义却关注不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学和社会学家

对农村村民自治或乡村治理的研究层出不穷，也产生了许多非常精彩的

案例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贺雪峰等学者

对乡村政治和乡村治理的研究，复旦大学张乐天和周怡分别对中国浙北

农村和江苏华西村的研究等等。相对于农村的社区治理研究，城市社区

的微观组织治理模式似乎同样复杂，特别是城市社区各种社会服务系

统，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以及其他类型的社区公益

组织的运转模式都广泛存在非常独特的精致的组织制度特征，具有鲜明

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微观色彩。不过，有关此类微观治理模式的案例研究

尚显不足。

为了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城市社区公益组织的典型案例，我们把目

光聚焦在社区养老、社区健康、社区公益活动平台三个方面，组织编写了

三本体现中国发展模式的微观组织个案，分别为《没有围墙的养老家园：

海阳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与提升：长宁模式

的新探索》以及《社区睦邻中心：基层公益服务提供的杨浦模式》。其中，

前两本书已经分别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社区睦邻中心：基层公益服务提供的杨浦模式》付梓在即，在此需

要对这本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前两本书的撰写体例一样，我们侧重

于对微观组织制度的案例描述，以系统解构每个组织案例的多角度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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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逻辑，同时，也坚持行文通俗易懂，以便普通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

意味着我们对这几类社区公益组织的运转模式的研究是相对粗糙的和

简明的，主要目的是面向非学术性的读者群介绍在具体的社区微观组织

案例故事中寻找和思考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性要素，同时也为那些对此

类理论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初步的研究案例素材。

我对于杨浦区社区睦邻中心的关注始于２０１２年，我在杨浦区民政

局挂职期间发现了睦邻中心的运转故事，并很快对睦邻中心背后的运转

逻辑及其隐含的组织制度特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我多次到延吉

睦邻中心去参观、调研和观摩，即使在我结束在杨浦区民政局挂职工作

之后，我还利用暑期班安排和陪同参与暑期班的中美学生和外籍教师一

起去参观和讨论延吉睦邻中心。很显然，国外的老师和学生对睦邻中心

这种组织模式无不表现出深深的好奇和兴趣，每一个接触睦邻中心的人

都很想知道一系列的问题，如这个微观组织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治理结

构？能够给社区居民提供什么样的公益服务？睦邻中心的平台能够孵

化社会公益组织吗？睦邻中心与政府、居委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

关系是怎样的？公众参与睦邻中心活动的热情高吗？睦邻中心这种社

区治理模式能够复制和推广吗？

正是对上述这些问题好奇和兴趣，２０１４年年初我开始着手设计对

睦邻中心的研究计划，这一研究设想很快得到时任杨浦区民政局局长王

丽静女士的支持。她帮助我联系了延吉街道负责人，当时的街道邱红书

记和徐佳主任都对我的研究设想提供了大力支持，多次组织座谈会帮助

我搜集大量的资料和为我的调研提供协调和保障。２０１４年年底完成的

初稿出来之后，一方面，我们对初稿其实并不满意，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

因对睦邻中心的进一步调研和研究暂且停下来了。一直到２０１５年年

底，杨浦区已经开始在全区推广睦邻中心了，我们受委托对睦邻中心模

式的推广情况进行了调研和评估。这一次我们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睦邻

中心运转模式的认识，尤其是其推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往往正是睦邻中

心延吉经典模式成功运转所需要的条件。于是，２０１６年下半年我们又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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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进行验证和充实。

应该说，经过多次长期的观察和调研，我们大体上能够把杨浦区睦

邻中心的运转模式展现给大家了，不可否认，这个成果仍然略显单薄和

粗糙。这主要缘于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学术性的，而是让更广泛的读者

群能理解睦邻中心以及为将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素

材。如果能够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睦邻中心运转的故事讲清楚的

话，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最后，需要对这本书参与的作者做一个交代和说明，这本书的逻辑

架构由我设计之后大部分内容由我的学生和我一起完成。其中，每一章

的执笔分工分别为，杨欣宇负责第１章，杜玉春负责第２章，曹新君负责

第３章，王沛负责第４章，高杰和赵德余负责第５章，卢永丽负责第６

章，第７、８章由赵德余负责，曹新君和沈磊、李林等多位同学参与了资料

整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资料搜集中需要特别感谢杨浦区

民政局社工科陈诚科长和延吉街道的戴萍科长，以及各个延吉睦邻中心

的负责人，正是她们的细心组织和协调安排才使得我们每一次调研和资

料搜集得以顺利完成。本书的很多故事细节是学生访谈调研整理而成

的，其中也一定存在很多缺陷和遗憾，非常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赵德余

复旦大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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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社区特色服务模式分析：
第一睦邻中心

　　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位于延吉四村５８号，中心设有延吉四村居

委会、生活服务工作站、卫生服务点、红色港湾俱乐部、星空剧院、艺趣

苑、健身房、亲子园、用餐中心等功能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事务管

理、为老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等一系列公益性服务，是满足社区

居民多元化需求的温馨之家、快乐之家。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社交距离越来越大，居民对社区服务工作的要求

日益增加。为了促进社区融合、构建和谐社区，延吉新村街道将延吉四

村近１３００平方米的商用空间完全收回，改建为社区睦邻中心，为了更好

地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能，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街道办事处以居民

需求为导向，拓展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创新社区公共服务载体，积极整合

社区资源，投资近２００万元，在延吉四村建设了辐射整个延吉社区的生

活服务中心———延吉社区睦邻中心。

延吉社区睦邻中心于２０１０年１月中旬正式建成开放，由上海知行

社工师受托管理。通过调研、探索、整合社区现有文体团队资源，制定组

织章程、健全组织结构，对文体团队进行规范化管理，搭建了文体团队自

我服务平台。这一服务平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使社区团队进行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近５年的时间里，中心的日常工作已进入常规化运作阶段，为延吉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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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居民提供了文娱活动的良好环境和丰富的社区服务，对建设和谐

社区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因此，中心的工作服务模式是值得分析学

习的。

下面，我将对延吉第一睦邻中心提供友邻服务时的工作模式进行简

要的介绍与分析。

一、服务理念与成果

　　上海知行社工师事务所结合延吉社区睦邻中心及其所在社区的特

点，如老社区、老龄化等，上海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派驻专业社工进行前期

社区居民需求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在项目设计上将偏重老年群体和

婴幼儿群体，在具体运作上要促成各人群的融合，以活动带动社区其他

人群，以老年志愿者团队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层次更丰富的社区志愿者

群体，并以此辐射到整个社区，增加社区资本，同时也为社区婴幼儿及青

少年的家庭提供支持，帮助父母和子女建立良好关系，帮助家长提高教

育子女的技能，促进家庭和睦，建立和谐社区。使社区中的民众享有共

同的规则、互相理解、信任，建立一个完善的社区人际网络。

他们认为，公共设施托管是契机，专业化项目运作是手段，最终要达

到的目的是倡导一种新型的社区管理、建设模式和理念：

（１）敦亲睦邻，关爱互助。

（２）提高潜能，志愿奉献。

（３）民主管理，参与自治。

中心以“构建熟人社区，倡导敦亲睦邻”为宗旨，以社区为服务范围，

以社区全人群为服务对象，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并由专业机构管

理运行，是社区居民参与共治的公共服务设施。上海知行社工师事务所

根据社区各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开展了不同的服务项目，主要涉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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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生理健康、家庭支持、技能提升、兴趣爱好和社区互动等方面；服务

对象囊括了空巢老人、高龄老人、低龄老人、中青年、青少儿等社区人群。

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场地运营管理，场馆内活

动开展策划，协调各志愿者团队开展各类志愿服务等工作。中心工作人

员定期开展“屋里厢”总部例会、中心每周工作例会，参与每月的社工督

导会议，以及定期参与杨浦社工协会培训课程等。延吉社区睦邻第一中

心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开展睦邻大学堂、老来客会馆、亲子宝贝服

务、志伴夕阳行等各类服务共计２９３４场，服务６０１２０人次。为了满足

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中心针对已经开展的服务进行了项目梳理和提

升。根据延吉社区睦邻中心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延吉社

区居民对第一睦邻中心的整体服务满意度达到１００％。

２０１４年是上海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托管延吉第一睦邻中心的第五个

年头，在前四年打下的扎实基础上，今年工作重点将主要体现在睦邻中

心内的居民自治以及服务的延伸和拓展。现就目前已开展的工作情况

进行简单梳理，截至８月２３日，各类活动合计提供服务３１７５８人次，志

愿者５２３人次。

二、睦邻中心的特色项目

　　
　　（一）老来客为老服务

作为第一睦邻中心的品牌服务，老来客会馆已成为社区老年群体的

重要聚会，每周的老来客活动都聚集了超高人气，今年中心根据会员需

求，分类开展各类活动，调动老来客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丰富社区老

年群体的业余生活。邀请具有中医保健资质的志愿者定期为会员及其

他社区居民开展中医保健服务。

以２０１３年的工作为例，老来客会馆每周举行包括影视鉴赏、营养健

００５



社
区
睦
邻
中
心


基
层
公
益
服
务
提
供
的
杨
浦
模
式

康讲座、生日会、节日联欢会、手工制作、法律讲座等等活动。每次活动

场馆中都座无虚席，一年服务近２０００人次，受到社区居民的喜爱与好

评。其中，由社区居民自发报名主讲的老来客中医保健项目很好地体现

了中心社区活动的特色———由中心发掘社区人才资源，再为之提供场地

安排与管理，很好地调动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图１ １　２０１３年，老来客中医保健服务人次统计

结合图１ １及对社区居民的采访（根据延吉社区睦邻中心服务满

意度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老来客为老服务，满意程度为１００％），笔者

了解到居民对中医保健讲座满意度很高，也都很愿意参与。

以“老来客会馆”项目的会员为基础，孵化发展核心成员与志愿者，

构建并完善老年人自助互助资源整合平台，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各项服

务。通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为社区中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资讯信息渠

道，丰富老年人业余生活，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帮助老年人拓展社区

社交途径，构建社区老年人互助支持网络，融入社区生活，逐渐形成“熟

人社区”的大格局。通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提升社区老年人的自我认

知，培养他们的志愿服务意识。逐渐引导社区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管

理，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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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老来客会馆”项目经过

了磨合期、巩固期、成长期，“老来客会馆”项目已逐步进入提升期，除了

社工主导活动以外，同时由“老来客会馆”的骨干与会员共同参与“老来

客会馆”项目自主运作。目前“老来客会馆”有９０名会员，骨干会员有２０

名，以“老来客会馆”骨干为志愿者影响和带动“老来客会馆”的其他会

员，真正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２０１１年３月，上海知行社工师事务所与敦化社区居委会合作，将“老

来客会馆”的为老服务模式复制到延吉社区第二睦邻中心。经过４个多

月试运行，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老来客会馆”活动正式开幕。至今已经在

延吉社区第二睦邻中心开展了手工类（如：“香袋传爱心”端午香袋制作、

“留驻光影”简易相框制作），保健类（如：春季疾病防治宣传、夏季疾病

防治宣传、秋季疾病防治宣传），益智类（如：“我爱故乡”各地风俗文化）

等一系列活动。

　　（二）社区青少儿服务

第一睦邻中心的青少儿服务包括三块内容，分别是社区亲子服务、

青少年系列以及孤残儿童入户探访活动。

（１）社区亲子活动。睦邻中心面向延吉社区０—３岁的婴幼儿及家

长提供亲子服务，服务重心聚焦在外来媳妇及低保低收入家庭，并将此

类群体作为免费亲子服务的优先入取对象。整个亲子服务共分为三个

月龄段，分别为：“宝贝计划”亲子活动，为１２—１８个月的婴幼儿及其家

长提供服务；“快乐宝贝”亲子活动，为１９—２４个月的幼儿及其家长提供

服务；“创意宝贝”亲子活动，为２５—３６个月的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服务。

笔者走访时看到，在老来客会馆的旁边，有一间布置温馨的亲子活动室，

里面有一位老奶奶和一位年轻妇女正在活动室与小宝宝玩游戏。据中

心负责人介绍，该活动室开放时间内，社区居民随时可携带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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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玩耍。

“亲子宝贝”婴幼儿项目秉承“助人自助”专业服务理念，通过提供亲

子互动、交流育儿经验的服务平台，使婴幼儿发掘自身潜能，形成良好的

个性、健康的心理，强化家长对孩子的认同感和亲子互动意识。项目以

婴幼儿早期教育课程为范本，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通过趣味多多的

游戏、儿歌和自主动手的课程促进婴幼儿手脑协调能力和智力开发。

帮助孩子与家长建立正确的良性的亲子关系。并且依托亲子活动，帮

助婴幼儿家长建立联系搭建交流的信息平台和互助网络。根据延吉

社区睦邻中心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社区亲子服务满意度

为１００％。

图１ ２　１—１２月社区亲子活动开展情况

（２）青少年系列活动。青少年活动在睦邻中心前两年的工作中一

直较少涉及，２０１２年起，中心也将服务目标聚焦在青少年服务中，并联

合上海理工大学志愿者一起为社区中的困难家庭的青少年进行周末补

习活动。每次补习班都吸引了２０多位青少年参加。同时借着周末活动

累计的人气在六一儿童节之际为社区青少年组织了一场“欢乐游园会”。

活动吸引了社区内４０多名青少年前来参加，同时活动受到了《杨浦时

报》的报道。２０１３年睦邻中心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吸引青少年群体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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