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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　　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
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
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
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仅包括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包括
政治、文化生活；不仅包括一定的地域，而且包括人们赖以进行社会活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
之，社会有机体的最基本的内容全部包括在社区的定义之中，因此，它是一个社会实体。　　2.社区
是聚落的承栽体　　聚落是指各种形式的人类居住场所。它不仅是简单的房屋建筑的集合体，而且是
与居住地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和劳动用地的集合物。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人类最早从生存、发展
的需要出发，寻求适合自己的居住场所和各种活动的基地，并逐渐由临时的、移动的向着固定的、永
久的方向转化，形成了以多所房屋组成的居住地，即以聚落为主体的居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恰
恰说明了聚落是人类改造环境的产物。聚落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
社交活动的场所，又是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的场所。所以我国的聚落形势有村落、集镇、县城和城市等
，它们都是社区的承载体。正是这些承载体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类型结构的社区。　　3.社区是多功
能的集合体　　从组织学的角度说，社区与目标和功能单一化的社会组织不同，它的功能是多重的。
就我国城市社区的状况而言，社区具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协管功能。社区是类行政组织，具有对城
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功能。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连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社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政
府做好基层社会的工作，维护社区的治安、调解民间纠纷、办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做好群
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二是民主自治功能。社区是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行之有效的载体。所谓的民主自治，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依法自治，
社区是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社会事务的载体，是推进“政企、政社、政事”分离，实现“小政府、大
社会”格局的动力。三是监督功能。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居民作为某一
社区的正式成员，在本社区范围内享有参与社区管理、选举人民代表、选举社区工作者的权利。社区
自治组织是代表群众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组织机构。社区是扩大基层民主、推进政府
决策的民王化和科学化的载体。四是文化功能。我国的基层社区担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组织开展文化
娱乐和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功能。社区文化是基层社会对群众寓管理和教
育于服务之中的最好形式，是凝聚人心的工程，因此，文化功能也就是凝聚力功能。五是场域功能。
社区的场域功能，为人们求学求知、发明创造、成家立业、结亲访友等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提供着机会
和舞台。　　4.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　　确切地说，自从有了农业，形成了村落，就有了社区。社区
最早形成的形式是农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农村社区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在几千
年的演变过程中，其内部结构、社会性质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些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以后，社区的发展仍然是随着社会的现
代化程度、随着先进生产力的进步而步人良性的运行阶段，所以说，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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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快速提高学习效率，顺利通过考试，中人教育社区工作者考试中心汇集众多社区工
作者考试命题研究专家，根据社区工作者招聘考试最新大纲要求，编写了本书。 　　本教材准确把握
命题重点和命题趋势，紧扣社区工作者招聘考试最新大纲要求，注重培养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创造性地将社区考试的理论知识点与命题实践相结合，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加强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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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社工考试专用
2、242334
3、很厚的一本书，没什么更多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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