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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区“造血自转”能力
——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余 健 陈 力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

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着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也关系着城市的和谐稳定发展。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针对社区数量多、城镇

化率高的实际，通过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赋能基层

治理。

记者在东胜区相关社区看到，在这些城市最

末梢的“神经元”中，党建链、经济链和服务链正

在发生有机融合。

自加压力 破题解题

东胜区是鄂尔多斯市核心城区之一，城镇常

住人口 56.98 万人，城镇化率达 97%，社区规模和

人口数量居鄂尔多斯市首位。

社区多了，遇到的问题也多了。林荫街道绒

纺社区农机小区属于典型的单片楼，多年来基本

处于没有管理的状态。小区曾引入过一家物业

管理公司，居民反映物业服务不到位，物业埋怨

住户物业费收得费劲，不到一年公司就撤出了。

该小区居民于琛进说，“像我们这种小区，物业不

愿管，社区管不了，居民都挺犯愁的”。

在建设街道亿利金威社区的广场上，那盏多

年不亮的高杆灯像是社区的“心病”。由于权属

不清等原因，高杆灯既不能拆，维修费用也不低，

关键还找不到维修资金。“我们知道这灯修不好

有各种原因，但黑乎乎的广场确实给大家带来了

不便。”亿利滨河湾小区居民曹占斌说。

此外，还有社区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何解

决，闲置资源能否发挥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很迫切，财政却很难兜底，如何破题？在乡镇

当过党委书记的东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

光在 2022 年上任之初，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同样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发展集

体经济的做法能否“拷贝”到社区居委会？农村

发展村集体经济可以加强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作

用，助力农业生产、农村治理。那么社区治理过

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否也可以通过发展社区

集体经济得到解决或缓解？

以问题为导向，刘春光翻阅了大量法律文

书，找到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

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

务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零一

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

要的民事活动。”

“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要把发展

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东胜区‘自选动作’，作为改革

创新的工作之一加以推进。”刘春光说。

2023 年 4 月，东胜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试点

工作在建设街道亿利金威社区启动。这是一个

政企共建的社区，社区内房屋、设备等资源较多，

辖区公共空间较大。多年来，不少社区公共资源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该社区

党支部书记郭培培告诉记者，这些年社区一直在

寻找让这些资源“活”起来的办法，苦于没有平

台。试点工作启动后，由居委会牵头，社区社会

企业鄂尔多斯市哈尼合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注册成立。

推进这项改革创新试点并不简单。社区社

会企业的法人谁来当？适合经营哪些项目？如

何加强行业监管、畅通社会监督？什么情况下应

该退出？这些问题在试点过程中逐一显现。为

此，东胜区委组织部联合纪检委、民政局等部门

印发《东胜区培育社区社会企业发展壮大社区集

体经济试行办法》，针对社区社会企业组建、经营

项目、培育扶持、监管体系以及退出机制等作出

了明确规定。

有了明文规定，东胜区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

方向和定位也更加明确，这些企业以解决社区问

题、提升社区服务为目标，开展经营管理、发展社

区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进

社会发展治理。“希望通过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增

强社区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的能力和水平。”刘

春光说。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韩成福认为，社区是为辖区群众服

务的组织，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重要窗口。社区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是提高

社区治理能力水平的创新举措，可鼓励有条件的

社区有序发展相关项目。只要有利于人民群众

利益、有利于城市社会稳定发

展的工作，都可以探索实践。

互利共赢 服务民生

如今，走在绒纺社区农机小区，道路干净整

洁，车辆有序停放，过去常见的杂物已被清除，没

人管的卫生死角也不见了，随处可见的文明宣传

栏让老旧小区充满朝气。这些改变得益于社区

社会企业的成立。

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缺失的问题，在社

区集体经济试点工作开始后，绒纺社区居委会牵

头于 2023 年 8 月成立了内蒙古绒合聚智慧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以来，居民反馈良好，

还为辖区困难群体解决就业岗位 10 余个。目前

该公司的服务范围已增加到 7 个小区，同时拓展

了服务内容，提供家政等服务。”该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薛睿告诉记者，去年社区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达 43 万元，其中 30%用于公司自身

发展，70%用于辖区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林荫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根虎告诉记者，像

农机小区这样的无物业小区，整个街道共有 38

个 ，是 群 众 反 映 问 题 较 为 集 中 的 区 域 。“ 过 去

12345 热线经常能接到这些小区居民的投诉电

话。如今在绒合聚物业管理公司服务的小区里，

类似的投诉几乎看不到了。”马根虎介绍，在林荫

街道，除了绒纺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有的社区

社会企业还在探索室外广告、物流配送等业务。

亿利金威社区广场的高杆灯也由社区社会企

业出资维修好了。“在社区公司支持下，社区基础

设施明显优化升级了。社区公司联合第三方公司

打造的便民市场等项目在获得社区集体收入的同

时，也让居民受益，生活更方便了。”曹占斌说。

记者了解到，哈尼合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后，积极打造“红火集市”，改造固定摊位，设置

流动摊位、后备箱摊位等，经营范围涵盖特色餐

饮、非遗文创、儿童娱乐等，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便捷生活。该公司还与鄂尔多斯市星

天地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哈尼

便民市场”，提供托管、培训、租赁服务等。2023

年，亿利金威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107 万

元，其中 30%用于企业经营，70%用于公共设施建

设及社会救助服务等。

今年 4 月，幸福街道富民社区集体经济项目

“艺术教育基地+艾草养生体验馆”启动运营。“该

项目涵盖了艺术教育培训、中医养生、中医茶饮、

艾草理疗等项目，不仅增加了社区集体经济收入，

同时让资产变成资源。”幸福街道富民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白龙介绍，下一步，社区计划挖

掘更多资源，增加艾草育苗、种植、采集等项目，延

伸开展主题活动，为居民提供养老助老服务。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鲁子

楠曾多次就东胜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开展调研。

他认为，从东胜区的实践看，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可

盘活闲置资源、丰富社区服务、方便居民生活，同

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就业和增收机会。此外，

还增加了社区资金来源，社区可将这部分收入用

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民生实事项目等，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截至目前，东胜区已成立 22 家社区社会企

业，经营范围涵盖物业管理、夜间经济、养老助

老、就业援助、社区教育等领域。同时，东胜区党

建联席会充分发挥 30 个市直单位、91 个区级包

联单位、144 个共驻共建单位的资源优势，招募社

区合伙人 8 个，引导 1 家商业银行、45 个商圈商

户、众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参与，不断扩

大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朋友圈”。组建社区集

体经济发展团队 4 支，邀请 12 名专家在社区社会

企业开展项目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咨询指导。

丰富业态 多元发展

“由社区牵头成立物管公司，有居委会做背

书，大家花明白钱，公司晒明白账。如今我们小

区大变样，干净整洁，大家都很满意。”于琛进说。

内蒙古绒合聚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锁介绍，“作为小区信托制物业实施主体，公

司以农机小区、国土小区、食品小区为试点，推行

全透明的物业管理模式。我们推出了信托制物

业管理微信小程序，居民可以实时查看物业费的

使用、缴纳等情况，也能进行咨询、投诉等”。

郭培培告诉记者，目前，哈尼合作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集市项目已打包租赁给鄂尔多斯市

星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下一步还将通过与辖区

企业合作的方式扩大经营范围，充分利用企业闲

置资产和社区集体经济的组织优势，开发更多便

民产品。“社区公司成立后，社区环境明显改善，

人气也旺了许多，而且租赁价格也比较合理，公

司对项目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鄂尔多斯市星光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于惠雯说。

在兴胜街道新园社区，萌宝驿站托育中心经

营得有声有色，下一步准备根据市场情况有序扩

大规模。“居委会于去年 11 月牵头组建鄂尔多斯

市新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萌宝驿站托育中

心，居委会负责决策、财务管理，委托辖区

内公立幼儿园、示范性托育

机构等多方力量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该社区党

支部书记、公司负责人王琪说。

王琪告诉记者，萌宝驿站托育中心缓解了社

区居民子女“看护难”的问题，“为了拓展托育中

心功能，我们还配套建设了萌宝小厨、萌宝专用

户外活动场地等，受到居民欢迎”。

在幸福街道，辖区内的格舍壕村成为街道党

工委筹划社区集体经济的试验点。村里的特产倪

家梁红公鸡也从简单的餐饮点，走向了街道的农

家特色美食街。同时，街道党工委与巨鼎煤机实

业集团开展共建，在辖区腾远煤矿光伏发电项目

中开展家禽养殖，把养鸡场地扩大到光伏板下。

“倪家梁红公鸡从农家鸡舍走到煤矿光伏

区，再到幸福街道的中央厨房加工，最后变成幸

福农家院美食，横跨三次产业。产业链条的延伸

也带动了社区群众就业增收。”幸福街道党工委

书记郝静宇说。

“我们还制定了发展壮大村社区集体经济基

层创新行动方案，成立了村社区集体经济孵化中

心和鄂尔多斯市首家社区金融工作服务站。”郝

静宇介绍，孵化中心致力于为社区内的创业团队

和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搭建一个包含政策咨

询、项目规划、培训指导、技术支持、市场拓展、金

融服务等功能的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对接外部

资源，为社区内企业搭建合作桥梁，助力项目快

速发展。

一个个项目推进、一次次路径探索，东胜区

社区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串点成链。不过，对于

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的企业，风险控制显得尤为

重要。“我们要求所有社区在成立社会企业前充

分调研，企业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配备专

业管理团队，在项目选择、公司决策等方面要严

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有关方面也要做好监督

监管。”刘春光说。

对于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建设街道党工委书

记鲍梅有她的坚持：“首先是依法办事、安全第

一，要做好风险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项目选择

要精准。其次在人手配备上，必须使用专业管理

团队。此外，发展社区集体经济是对社区治理能

力的补充，并非主要力量，必须因地制宜、稳扎稳

打，不能冒进。”

目前，社区集体经济还处于探索阶段。东胜

区坚持问题导向，鼓励有想法、有能力、有条件的

社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但并不贪大求全。下一

步，东胜区将根据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推

动社区集体经济在社区高效治理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韩成福认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要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加强对集体经济经营者的监督管理，

及时规避不利于社区发展的行为，形成“社区党

组织+集体经济经营者+群众”融为一体的发展

格局。同时充分发挥社区内驻地单位、商圈商会

等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服务社区集体经济发展。

鲁子楠认为，目前东胜区社区集体经济的发

展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在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

区居民既是参与者也是成果享用者，但由于目前

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热情不高，在发展社区集

体经济中更多的是被动配合，主观能动性发挥不

够。此外，社区集体经济的内容也可以进一步丰

富拓展”。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是城市的细胞。。面对繁杂的民生事务面对繁杂的民生事务，，如何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如何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让社区治让社区治

理更高效理更高效、、居民生活更舒心居民生活更舒心？？村委会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能否村委会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能否““拷贝拷贝””到社区居委到社区居委

会会？？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老老””城镇社区城镇社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在这件事上做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在这件事上做了““吃螃蟹的吃螃蟹的

人人”。”。东胜区所属各社区抓住民生所需东胜区所属各社区抓住民生所需，，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努力提高社区努力提高社区““造血造血

自转自转””能力能力，，积极探索社区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路径积极探索社区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路径。。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集体所有

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不

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土地及其他公共

资源的所有权，其公益属性较强。很多居民

容易将社区社会企业与居委会等同，甚至有

些社区干部、公司管理人员也会忽略二者的

边界。当前推动社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需谨防一些“雷点”。

唱“独角戏”是风险点。发展社区集体经

济的初衷是服务居民，如果没有居民的有效

参与，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目标。何为有效参

与？可以是入职公司，成为直接利益相关者；

可以是提供决策参考并参与过程监督，成为

推动公司发展的社会力量；又或者是引入居

民评价考核机制，让居民成为公司发展成果

的“打分人”⋯⋯总之，要想方设法让居民站

上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应警惕“寻租”行为。社区集体经济的核

心要素是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怎么发挥作

用，让谁参与其中？过去由于各方面约束，居

委会一般不敢擅自做主。成立社区社会企业

之后，掌握这些资源的公司自主性和灵活性明

显提升，为寻租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何

避免？可参考“四议两公开”制度，在坚持党组

织领导的前提下，完善社区社会企业管理机

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强化监督机制，用

制度的力量避免寻租行为的产生。

还需避免“躺平”现象。社区社会企业盈

利属性相对较弱，甚至有些社区明确不以赚

钱为目的，只为更好地服务居民。但是如果

经营过于保守，恐怕会产生“躺平”现象。比

如，对于社区干部来说，如果干好干坏区别不

大，就很难激发他们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积

极性。怎么鼓励？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有效提升各方面各环

节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干劲十足发展好社

区集体经济，推动社区社会企业稳健发展，持

续赋能基层治理。

推动持续发展别踩这些“雷”
余 健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亿利金威社区广场上的高杆灯在社区社会企业出资维修后重新亮了起来。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在内蒙古绒合聚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下，绒纺社区老旧小区的环境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社区社会企业鄂尔

多斯市哈尼合作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托管项目

给群众带来方便。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