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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区下辖观湖、民治、龙华、大

浪、福城、观澜6个街道，108个社区，户籍

人口虽然只有30余万人，但实际管理人口

290多万人，拥有华为、富士康、锦绣等大

型产业园区，产业工人的占比接近辖区实

际管理人口的半数之多，人口比例严重倒

挂，社会治理难度大。龙华区委社工委社

会建设指导科负责人王树明介绍，2017

年，龙华项目开始实施，通过引进社会组

织、发动工人建立社团、达成自治公约等

方式，努力将产业工人从社会治理对象转

变为社会治理主体。

2018年4月25日，2017-2018年度“粤

治-治理现代化”优秀案例名单在南方传

媒大厦公布，龙华项目位居榜首，并被纳

入广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案例

库。其推介词称，在深圳龙华区，让“外来

工融入”不是一句口号。龙华扭转政府治

理思路，让青年产业工人参与到社会治理

中，推出“联防共治会”、“互助普法社”、

“和事佬协会”等社团，实现人人参与、人

人尽责，真正变“外来工”为“主人翁”。

龙华项目启动以后，经过大量实地走

访摸查和调研，在区内6个街道分别选取

产业工人密集、治理问题突出的6个社区

和 3 个不同类型的厂区，试点建设“6+3”

参与型社区（厂区）治理项目，打造产业工

人参与社区治理平台，推动社区、厂区“两

区联动、两区共融”。比如，针对龙华街道

清湖社区单身青工原子化现象严重，缺乏

自我发展规划和自我管理要求的社会治

理问题，提出打造支柱产业园区青工“自

治共享型社区”治理项目。针对观澜街道

新澜社区城市管理和治安联防水平有待

提升的现实需求，提出“联防安全型社区”

治理项目等。

王树明介绍，在龙华平安创建专项经

费支持下，各试点分别获得20至50万元不

等、共计285.09万元改革试点经费，引入福

城楼长协会、青原生活服务中心等多家社

会机构深入社区，为产业工人提供联谊交

友、生活服务、技能培训等多种服务的同

时，引导产业工人成立联谊会、联防会等社

团，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身份参与安全隐

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社区治理事务中，

积极参与居民议事会等社区议事平台。

在社会组织力量的支持下，以龙华街

道富康社区、民治街道丰润社区为代表的

一批龙华产业工人自主参与社区与园区

治理的典型案例先后崭露。民治街道丰

润社区注重发挥楼栋长党政方针宣传员、

社情民意报送员、邻里矛盾调解员、物业

服务监督员的作用，选拨楼栋长46名，并

建立了各楼栋微信群，协助党总支、居委

会开展上传下达、搜集社情民意、开展活

动与服务等工作。

7月1日，深圳龙华街道清湖社区以“社区嘉年华”的方式迎接7月的到来。风雷运动

社、星火读书会、北极星英语角等外来青工兴趣社团纷纷到场，吸引了不少趣味相投者驻

足围观。破草地音乐社成员在现场举办了一场社区音乐会，在这个以外来工群体为主的

社区里唱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在深圳龙华区，外来工逐渐发展出许许多多的兴趣社团，也成立了居住社区内部的租

客联盟，他们开始“主宰”自己的生活，“主人翁”的意识在他们心中逐渐生根发芽。这得益

于龙华区委政法委（社工委）主创的“产业工人参与型治理模式创建”项目（以下简称“龙华

项目”）。该项目让“外来工融入”不再是一句口号。

龙华街道清湖社区和富康社区均临

近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龙华园区，产业

工人高度聚集，且同质性较强。2017年，

龙华支柱产业园区青工“自治共享型社

区”治理项目在富康社区发起成立青年

社区学堂，通过开展需求导向、文化引领

的综合服务，改善青工群体的工作生活

和心理健康状态。

2016年8月，湖北黄冈人陈浩来到深圳

富士康工厂打工。他是个热爱运动的人，平

时下班后会去跑步，周末会约室友爬山。当

然，并不是每次都有人一起去，室友更想宅

着打游戏。2017年2月，在一次公益活动

中，他发现了风雷运动社，终于找到了组

织。加入风雷运动社后，陈浩经常和运动社

的社员们一起策划徒步活动，参加运动社的

夜跑，周末还能和大家一起出游，“不再是一

个人”。

“我感觉大家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互助互信。”北门剧社的钟红（化名）

也在兴趣社团里找到了同好。她不仅接

受社团服务，还逐渐转变为服务的提供

者，尽力帮助其他工友。2005年，四川人

钟红随丈夫来深圳，目前她在一家教育

机构任职。对她来说，参加兴趣社团最

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感觉到

很温暖，大家都会关心你。”钟红介绍，在

清湖社区学堂里，她还可以学到吉他、电

脑、摄影等许多课程。“以后有时间，我希

望能在学堂里多开展些亲子类活动。”

对于风雷运动社未来的发展，陈浩也

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能加强运动社内

部社员的训练，参与更多的比赛。这一年

里，风雷运动社参加了大浪青工运动会、

马拉松、福田骑行等各类活动。

目前，龙华清湖社区里的风雷运动

社、北极星英语角、星火读书会、闪电武

术社、破草地吉他社等 7 个青工自治社

团，吸纳社员超过 400 人，全面服务超过

5000人次。

龙华项目通过开展贴近租客需求的

服务活动，减少租客之间的人际隔膜，

重建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培育租客

义工队伍，逐步发展租客互助协会，使

租客群体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从

而为社区治理培育出一支柔性的参与

力量。例如，在龙华支柱产业园区青工

“自治共享型社区”治理项目中建立了

清湖社区“租客自治会”，引导青年产业

工人租客制定社区自治公约和安全居

住公约，建立楼栋联络员制度和跨楼栋

的片区自治小组制度。

龙女士来自湛江农村，既是清湖社区

的租客，也是租客自治会的某小组组长。

她介绍，“以前社区内的租客白天进厂打

工，下午回家后各自关上门，彼此不怎么

打交道。”租客自治会成立后，端午、中秋

节等节日，自治会联络租客们一起举办各

类联谊活动，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或者外

出郊游，邻里很快就熟悉了。

龙女士介绍，“社区内的租客多是年

轻的外来打工者，在生活上总有疏忽之

处。”租客自治会每月都会定期到租客

家慰问，也会提醒他们避免使用不安全

的电器等事宜。当初，社区内的许多外

来工都有自行车或电瓶车，堆放在楼道

里容易堵塞消防通道。租客自治会呼

吁租客一起捐钱建了便民锁车杠，统一

管理代步工具，楼道再也不拥堵了。让

龙女士最为感动的是，租客自治会的成

立让社区内的外来工租客由彼此互不

相识到互助互信，“我们有个群，但凡刮

风下雨，或者某个家庭的父母来不及接

送小孩，社区内的其他租客就会积极地

互相帮助”。

据悉，目前清湖社区“租客自治会”已

发展租客会员 1000 余名，覆盖社区楼栋

78栋，初步形成“楼栋联络员—片区自治

小组—租客自治会—社区自治公约”四级

安全自治联防机制。

深圳龙华区通过引进社会组织、建立社团、
达成自治公约等方式，让产业工人参与社会治理

““外来工外来工””变身变身““主人翁主人翁””
■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通讯员 覃秋林 郑伟文

将产业工人从社会治理对象转变为社会治理主体

以租客联盟形式组建社区治理的柔性参与力量

用兴趣社团改变青年产业工人生存的原子化状态

■租客自治会志愿者入户普及安全居住知识 覃秋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