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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坚
持把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作为加强城市基层
党建、深化城市基层治理的重
要抓手，在加强制度建设、规范
招录方式、畅通晋升渠道、落实
待遇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努
力让社区工作者有存在感、尊
严感、荣誉感。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制度建设

针对社区工作者来源渠道
多样、薪酬结构不一、管理机制
不顺等突出问题，龙子湖区加强
总体谋划，制定《关于构建龙子
湖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意
见》，对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基
本内涵、任用方式、管理考核、待

遇保障、职业发展等提出13条
具体意见，并围绕员额管理、薪
酬体系、招聘方式、转聘渠道、资
格评定、职业培训、档案管理等
7个关键环节分别细化制定实
施办法，形成“1+7”制度文件。

通过落实系统化管理、专
业化培养、职业化发展，构建起
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工作者职
业体系，持续推动社区工作者

“任、用、管、培”工作整体提升。

注重选育并举
严格职业准入

全区按照200—300户划
分一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
名社区工作者的标准，落实社
区工作者员额管理。按照依法
选举产生的社区“两委”专职人

员、新进社区工作者、原社区工
作人员3种类型，分别明确选
任、招聘、转聘3种进入渠道，
细化具体操作办法，从严规范
相关程序。

针对以往社区工作人员定
岗业务单一、工作效率不高等
问题，龙子湖区围绕精简办公
窗口、增强网格服务力量，实施

“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的“社岗
通”全科社工培养工程，并将

“社岗通”全科社工作为推进社
区工作者职业化建设准入门
槛，制定岗位资格评定办法，通
过评定的社区工作者纳入职业
体系管理。按照三年分别达到
50%、70%、90%的比例目标，
明确2020—2022年“社岗通”
全科社工发展规划，着力打造
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打破职业瓶颈
畅通晋升通道

龙子湖区坚持把社区工作
者教育培训纳入全区干部教育
培训总体规划，根据社区工作
者不同类别和工作岗位，建立
初任、在职、进修和轮岗分级分
类培训机制，并将培训情况作
为个人年度绩效考核、岗位等
级调整、任用、奖惩等重要依
据，以专业化培训提升社区工
作者队伍综合素质。

该区按照工作年限、学历
水平、专业资格等综合因素，区
分社区正职、副职、工作人员3
类岗位，建立“三岗十八级”岗
位等级序列，明确各类岗位对
应的等级区间。重视从社区工
作者中选拔优秀干部、推荐“两

代表一委员”，统筹调配6个事
业编制定向招录社区工作者，
完善晋升机制，畅通晋升渠道。

强化激励举措
落实待遇保障

龙子湖区明确“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的社区工作者薪酬
结构，完善岗级待遇和薪酬定
期增长机制。按照全市最低工
资标准2倍确定基本工资，设
置1.00—1.51十八个档次的基
本工资系数，与岗位等级一一对
应，社区工作者随着任职时间增
加、受教育程度和职称资格提
升、工作岗位调整，其岗位等级
和薪酬待遇逐渐提标升档。

该区根据社区工作者年度
考核结果，合理确定绩效工资，
结合所在社区党组织星级评定
情况给予200-1000元不等的
绩效奖励，适当拉开薪酬差
距。按照有关规定，落实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对工作业绩优秀的社区工作者
及时予以表彰奖励。

为推进社区专职工作者职
业化建设，提升城市基层党建
和基层治理水平，安徽省滁州
市委出台相关制度，建立社区
工作者职业准入、教育管理、报
酬待遇、发展空间、考评奖惩、
职业退出全链条管理机制，激
发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热情。

严进严出增强队伍活力

建立职业准入制度。滁州
市明确社区专职工作者包括社
区“两委”成员、由县（市、区）统
一招录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规
范人员产生方式，设置年龄、学
历、专业水平等准入门槛，按照
每350户左右居民配备1人的
标准核定工作者员额，实行总量
管理，把好队伍“入口关”。

建立职业退出机制。该市
对有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追究
刑事责任、一届任期内两个年
度考评不合格等八种情形之一
的，淘汰出社区工作者队伍，让
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增强
队伍活力。

提高待遇激发干事动力

提高经济待遇。社区专
职工作者、“两委”正职、优秀
正职的报酬分别按照不低于
当地事业单位管理岗10级、9
级、8 级职员工资待遇落实，

“两委”正职“一肩挑”的，报酬
按10%比例上浮，对取得社会
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每月
增加岗位补贴200至1000元，
让社区工作者干有所得。

强化政治激励。滁州市从
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定向招
录公务员、预聘事业单位人员，
今年以来已有1名社区书记按
程序正式聘用、2名社区书记正
在办理聘用手续，计划从优秀
社区（村）书记中定向招录7名
公务员，打通职业“天花板”，让
社区工作者干有所盼。

育管结合提升队伍能力

滁州市实施社区专职工作
者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将社区

工作者队伍纳入干部教育培训
规划，市级每年举办社区党组
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县（市、
区）、街道（乡镇）分层分类开展
全覆盖轮训；全面推行社区党
务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党务工作者实现持证上岗。

全市规范日常管理，建立
档案管理制度，实行AB岗、分
片联系、入户走访、代办服务等
工作制度，推行“离案式”、走动
式工作法，社区专职工作者
5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于走访
服务居民群众。

奖惩并举传导工作压力

全市实行社区专职工作者
年度考核评议制度。以县（市、区）
为单位制定百分制考评办法，考
评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
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作为调整岗
位、确定报酬、奖励惩戒等重要
依据；综合考虑每年考评结果、
工作岗位、工作年限、受教育程
度等情况，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
岗位和等级相结合的职业体系，
拉开级别和报酬差距，做到干多
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淮南市:

“四抓四强”打造过硬社区工作者队伍

滁州市：

严管厚爱 激励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

蚌埠市龙子湖区：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职业化、专业化

安徽省淮南市以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为目
标，聚焦“选育管用”等关键环
节，围绕“四抓四强”，扎实推进
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

围绕抓选拔、强把关
让职业标准立起来

淮南市合理核定员额，以
县区为单位，按照每 300—
400 户居民1人的标准核定社
区工作者数量，全市共配备社
区工作者 2409 人，其中社区
“两委”干部2212人。

明确职业资格，设置思想
政治素质好、办事公道正派、热
心服务群众、廉洁奉公守法等4
个方面任职条件，丰富选聘方
式，通过换届选任、分批转聘和
公开招聘等渠道，定期补充“新
鲜血液”。

同时，坚持“凡进必审”，严
把资格审查关，列出“七不能五
不宜”的具体情形，按照“社区

初步审查、街道（乡镇）全面审
查、县级联合审查”的方式，指
导县区组织部门会同纪委、民
政、政法、公安等15家单位对
社区工作者进行资格审查，坚
决把不符合条件的人拒之门
外。去年以来，全市共对72名
社区工作者进行了资格审查。

围绕抓教育、强培训
让能力素质提起来

淮南市探索实施“4+2”社
区工作者教育培训工程。“4”
即岗前培训、年度轮训、专题
培训、实践培训相融合的社区
工作者能力提升行动。指导
县区及时开展社区工作者岗
前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
员轮训，适时围绕中心工作开

展技能培训，结合实施城市基
层党建“领航”计划，依托省、
市两级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社
区，建立社区工作者实践训练
基地28个。去年以来，市、县
两级共举办各类社区工作者
培训班73场次，培训6936人
次，组织23批次1586名社区
工作者进行实践学习。

“2”即学历教育、职业资
格教育相结合的社区工作者
学历提升行动。加强与淮南
联合大学、淮南市委党校等
教育培训机构的协作，鼓励
社区工作者参加学历教育和
职业技术资格培训，先后有
213人参加本科班、大专班学
习，57 人考取国家社会工作
师职业资格证书，有效提升
了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

围绕抓制度、强监管
让队伍建设严起来

全市组织县区建立社区工作
者人事档案，要求社区“两委”正
职档案由县区组织部门统一管
理，其他社区工作者档案由街道
乡镇日常收集管理。健全完善社
区坐班值班、分片联系、入户走访、
首问负责等工作制度，制定执行
社区工作者重大事项报告和请销
假制度，要求社区工作者按照规
定及时将个人家庭婚丧嫁娶、出
国（境）等重大事项向上级报告。

完善社区工作者考评机
制，采用量化积分制考评，将结
果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
职四个等次，作为社区工作者调
整岗位、确定报酬、奖励惩戒等
重要依据，对年度考评末位的进

行约谈提醒。实施社区工作者
淘汰退出制，围绕6个方面19
项内容建立社区工作者“负面清
单”，以铁规禁令倒逼社区工作
者严于律己、履职尽责。

围绕抓投入、强保障
让职业发展优起来

淮南市完善薪酬体系建
设，制定实施社区工作者薪酬
方案，全面落实事业单位9级、
10级待遇，按照工作年限、受
教育程度、相关专业水平等综
合因素及社区量化考核结果推
行报酬级差化管理。

推行区委组织部直接管理
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制度，每年
选取10%的社区党组织书记由
县区委组织部直接管理，并享受
事业单位管理岗8级职员工资
待遇，表现突出的挂任街道（乡
镇）党工委（党委）委员。畅通优
秀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今年
面向疫情防控期间表现优秀的
社区“两委”干部，定向招考3名
公务员、28名事业单位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