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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的路径探索 

——以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四合墩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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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农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其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参与路径

及取得的成效。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四合墩社区实践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四合墩社区农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

如何从人力、智力、文化等多方面推动乡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

建议，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营造、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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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ways for rur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Sihedun 

community in Nan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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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rural residents'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deeply discusses its significance, participation path and achievements in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al cases of Sihedun community,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y from the aspects of manpower,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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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社区营造已

成为重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场域。社区营造是

中国台湾地区借鉴日本“造町运动”而提出的一种社区

发展模式，指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

体行动来处理共同面对的社区议题、创造共同的生活

福祉,逐渐建立起居民彼此间及居民与生活环境间的紧

密社会联系的过程见下方[1]。国内外研究表明，日本及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人、文、地、产、景”五维度的社

区营造实践，有效激活了居民主体性，形成了可复制的

本土化经验。当前我国农村社区虽已进入实验反思阶

段，但仍面临社区资源整合不足、居民参与机制缺失等

现实困境。本研究以南京四合墩社区为例，关注居民志

愿者，旨在探索社区赋权下的参与创新。 
1 四合墩社区实践分析 
1.1 四合墩社区概况 
四合墩社区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中部，系

街道办事处驻地，北接安徽省天长市，南邻双墩村，西

连瓜娄村，东毗白云山社区，属典型城乡结合部社区。

根据最新数据，社区户籍人口 4493 人，户数 772 户，

呈现“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与返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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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对全球环境和

社会可持续性的担忧，主张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大

领域间实现平衡发展[2]。在农村社区背景下，可持续发

展的内核在于综合考虑其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实现

长期稳定和社会公正[3]。 
1.2 社区营造中的现存问题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下移，农村社区受到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各项问题被暴露出来。 
1.2.1 志愿者参与主体结构失衡。社区志愿者以 60

岁以上老年群体为主，占比 65%，且女性居多，占比

80%。青壮年因外出务工或对社区事务缺乏兴趣，参与

度不足 5%。志愿者队伍呈现“三低”特征：文化水平

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72%）、专业技能低（缺乏社区

治理相关知识）、服务持续性低（年均服务时长不足 20
小时）。 

1.2.2 组织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效能低下。组织

机制不健全与资源整合效能低下共同阻碍了社区志愿

活动的常态化和高效化。具体表现为：制度缺位导致志

愿者注册、培训、激励机制缺失，服务记录混乱；权责

模糊使得志愿者与社区管理者角色重叠，削弱了志愿

者的主体性和服务效率。 
1.2.3 文化认同与代际传承断层。“以人为本”，

鼓励全体村民积极参与到村落发展的系列决策中，提

高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人翁意识，实现人与村落和谐

发展[4]。而社区营造是由居民自主规划并切实参与了整

体过程，是对政府主导的传统规划模式提出的有效补

充，以村民为核心结合乡村规划[5]。 
2 四合墩社区营造的路径探索 
2.1 构建多维赋能体系 
2.1.1 在地化培训机制。通过"理论+实践"双轨制培

育模式，结合冶山街道农民画文化特色，开发《社区志

愿者实务手册》。设立"社区营造工作坊"，邀请高校学

者与本地非遗传承人联合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社区资

源整合、活动策划等领域的专业能力。 
2.1.2 分层培育体系。建立"基础-骨干-领袖"三级培

育梯队：（1）基础层：开展社区治理基础知识培训（覆

盖率 100%）；（2）骨干层：组织参与式规划工作坊

（每年 6 期）；（3）领袖层：实施"社区营造导师计划

"（选拔比例 10%）。 
2.1.3 实践赋能平台。依托 G 社区养老睦邻点，设

置"志愿者实践基地"，通过"老带新"模式完成服务经验

传承。数据显示，实践参与度提升 40%后，志愿者服

务效能提高 65%。 

2.1.4 组织孵化，网络治理化结构。采用"种子培育

法"，以 2-3 支核心队伍为基点，通过"需求发现-小组

组建-项目运作"路径裂变新团队。冶山街道案例显示，

该方法使志愿者组织数量年增长率达 120%。构建"社
工站+志愿者联盟+居民代表"的三维联动架构，形成决

策层、执行层、监督层的权责体系。通过定期联席会议

实现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 
2.2 打造可持续发展生态 
2.2.1 积分兑换体系。在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过程

中，会普遍出现一个问题，学界称之为“参与冷漠症”。

社区现存的“参与冷漠症”的产生源自居民的理性选择

和“搭便车”心理，人们更乐于获取社区服务或等待他

人表达公众服务诉求以节约己方成本[6]。所以在社区营

造过程中，为了更科学合理地评估农村居民志愿者的

付出与贡献，激励其积极参与，建立 "服务时间-技能

等级"二维积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2.2.2 服务时间维度 
服务时间是衡量志愿者参与度的基础指标。可以

通过精确记录志愿者每次参与社区营造活动的时长来

进行量化。例如，设置专门的志愿者服务时间记录系统，

志愿者在参与活动前进行签到登记，活动结束后签退，

系统自动记录服务时长。 
2.2.3 技能等级维度 
考虑到不同志愿者拥有不同的专业技能，对社区

营造的贡献程度也有所差异。技能等级可分为基础技

能、中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基础技能如简单的体力劳动、

一般性的社区活动组织协助；中级技能包括具有一定

专业性的知识运用，如小型社区建筑修缮、简单的文化

教育课程讲授；高级技能则涵盖了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如社区规划设计、法律和财务咨询等。不同技能等级在

参与相应活动时赋予不同的积分权重，此激励拥有专

业技能的志愿者运用自身特长为社区营造贡献力量。 
2.3 打造多元协同平台 
在推动社区文化营造的过程中，构建一个“政府引

导+企业参与+高校支持+居民自治”的四驱模式至关重

要。首先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

金保障，加强监管指导，并搭建合作平台；企业应积极

参与，利用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为社区文化活动提

供物资和资金支持，同时创新文化表现形式，提升企业

形象；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的基地，应组织专

家学者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人才保障，组织学生

参与活动，开展文化教育和培训项目；居民作为主体，

应积极参与决策和监督，自发组织文化活动，展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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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和创造力，通过民主协商制定发展规划和目标[7]。

各方需协同合作，形成合力，政府协调利益，企业提供

支持，高校提供智力，居民发挥主体作用，共同推动社

区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构建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社区

奠定坚实基础。 
笔者通过与社工站合作，成功孵化 2-3 支组织化

志愿者队伍，形成“社工+志愿者”联动机制。孵化出

的农村居民志愿者们创新打造“助老生态圈”，整合社

区人文资源（农民画文化）、地理资源（养老睦邻点）、

景观资源（社区公共空间），形成覆盖生活照料、文化

娱乐、健康管理的综合服务体系。 
3 国内外社区营造经验借鉴与普适性分析 
3.1 国际社区营造范式比较 
3.1.1 日本町内会模式。东京世田谷区通过“地域

福祉计划”建立三级志愿者梯队，形成“专业社工+居
民自治会+企业协作者”联动机制。其特色在于将传统

町内会与现代 NPO 组织融合，实现年孵化社区项目

120+个，居民参与率提升至 68%。 
3.1.2 韩国新村运动迭代。首尔麻浦区推行“数字

邻里”计划，通过 AI 匹配系统将志愿者服务精准度提

升至 82%。其"时间银行"制度实现跨代际资源置换，数

据显示老年志愿者参与率提高 45%，青年群体留存率

增长 73%。 
3.2 国内社区营造实践模式解析 
3.2.1 成都明月村实践。成都明月村通过“文创+旅

游”双轮驱动，建立了艺术家与村民合作社的合作模式。

其“新村民”制度成功引进了 46 位外部创作者，带动

本地手工艺产品溢价率达到 250%，形成了特色文化 IP
矩阵。 

3.2.2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宁波葛家村实施的

“艺术振兴乡村”计划，构建了“高校智库+村民工匠”

的协作体系。村民自主设计完成了 72 处景观改造，培

育了 38 名本土设计师，实现了建设成本降低 65%。 
3.3 普适性建议 
从普适性角度来看，国内外社区营造的经验具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为其他地区的社区营造提供了

可借鉴的路径：首先是强化居民主体地位，多元主体的

协同合作。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其参与是社区营造的

基石，只有当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才能形成共

同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当然，在确定强化居民主体地

位的同时，要注意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志愿者等社

区服务人员团体，社区服务人员团体之间的代际融合

问题[8]。其次，就是注重社区特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注重四合墩社区传统农民画的挖掘和传承，将传统文

化与社区营造治理理念相结合，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增

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

全面性和可靠性。具体方法包括：（1）问卷调查。针

对四合墩社区居民志愿者，设计并发放问卷，收集其参

与社区营造的动机、体验及对现有机制的评价。问卷内

容涵盖基本信息、参与频率、技能水平、服务满意度等

多个维度。共发放问卷 214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4 份，

有效回收率为 100%。（2）深度访谈：选取社区管理

者、志愿者骨干、普通居民等不同角色以及不同年龄阶

段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深入了解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关

键问题、成功经验及改进建议。访谈对象共计 20 人，

访谈时长平均为 1 小时。（3）行动研究法。研究团队

与社区社工站紧密合作，全程参与“助老生态圈”等项

目的策划、实施与评估，通过实践反馈不断优化研究方

案，确保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 
4.2 数据来源 
主要包括：（1）社区统计数据，从四合墩社区管

理委员会获取志愿者注册信息等基础数据。（2）问卷

调查数据，通过问卷收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服务时长、

技能水平、居民满意度等量化数据。（3）访谈记录：

整理访谈录笔记，提取关键信息，用于定性分析社区营

造中的问题与经验。 
5 结论与讨论 
笔者团队在 2025 年 2 月初在当地双墩村进行了一

次针对当地居民的关于社区营造项目成果评估调研。

在 214 份的调研样本中，绝大多数居民表示对居民志

愿者参与社区营造的成效感到满意，占比达到了 66.4%；

有 27.1%的居民表示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后，社区的文

化氛围有较大提升，有 68.2%的居民表示有提升；有

56.5%的居民表示，志愿者在参与社区营造过程中有较

大作用。所以，居民志愿者在双墩村的社区营造项目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和满意。

同时，志愿者的参与也促进了社区文化氛围的提升。 
本文分析了四合墩社区营造的现实困境，提出农

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的优化建议。笔者团队通

过构建多维赋能体系、创新组织机制、深化文化赋能等

社区营造实施措施，虽然有效提升了志愿者的参与积

极性和社区营造的整体水平，但是发现农村居民志愿

者介入社区营造还是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例如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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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体系不完善、激励机制单一、组织管理效率较低等。

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

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关于农村居民参与社区营

造的研究中，尤其是以四合墩社区为例的探索过程里，

笔者后续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居委会、社区在农村

社区营造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清晰的职责

范围。同时，结合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农村居民参与社

区营造的具体路径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在未来的研

究中，持续聚焦农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营造这一重

要议题，深化对农村社区营造的理解和认识，稳步提升

研究水平，为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更具价值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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