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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杨杨··

策划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老龄化加剧、如何治理、新老
代际交替，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如何构建，都是考验如何掌握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这根“绣花针”。

时间退回到 2018 年的 8 月 11 日，这是曹杨新村街道居民区主
任委员换届改选的日子。 曹杨新村街道共有 20 个居民区，20 位主
任，除了 6位连任，其余都是各条线新晋主任。 这 20位主任，平均年
龄不超过 44岁，属于较年轻的一批干部。 如今他们已经能驾轻就熟
地面对各位社区疑难杂症，帮居民们排忧解难。

此外，在这一年中通过集聚居委会主任的群策群力，积极开动脑
瓜，发明了一样神秘武器———工作“百事能”思维导图，使得社工上
岗、处理问题效率大幅提升更好地为社区居民们服务，让老百姓更有
获得感、满足感。

从前社区工作贯通还是很有困难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让社
区工作的内容逐步走向丰富细致，实现了质的提升，把人群覆盖得更
广，也更密。但对于刚刚踏进新领域的社工们来说，还是得从无开始，
一页页努力啃书本，努力吸收社工领域知识。

虽然曹杨新村街道在 2017 年已经推出了居民区 “全岗通”工
作指导系列手册。 8个条线，12本手册，365页内容，内容非常厚实。
但真遇到什么急事大事突发事件时，上天不会等你再翻书找答案，所以如何熟练贯通使用这些准则是社工们所必备的。

恰巧，2017年作为中国思维导图普及工程元年，因其发散性、形象化的思维模式，受到很多学者推崇与使用。 曹杨新村
街道经过和“全岗通”手册的对比，发现思维导图俨然可以全面归纳这些条线工作的细节，通俗来讲就是给全岗通附加一个
“特大号的目录”。

经过 20位主任的不懈努力，8张思维导图诞生啦。在主任年度培训的课程上，各居委会主任们亲身参与，才知创新来之
不易。20位主任分为四组，每个小组分配两个条线工作。真到上手之后，才发现从中间的主题，到向四周衍生的枝杈，需要对
条线工作有着极其全面的认知与梳理。光是把一个条线所有的工作全面整理出来就已经耗费不少时间。从开始绘制到定稿，
最顺畅的小组也改了约莫 3、4稿，条线较为复杂的小组更是改了将近 10 稿。 可以说 8 张思维导图说是这些主任长久工作
以来的结晶也不为过。

“原本的条线工作被按照规程、制度、操作。 通过接触思维导图后，我们将各条线的工作引进、拆分、归纳、流程整合，从
而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与辐射面。 ”南梅园居委会主任茅越峰说。

工作“百事能”思维导图不仅帮助社工清晰划分出岗位职责，让自己清晰“哪些事情属于分内之事”，同时给社工们敲
响警钟，“哪些事还需要我做”。配合居民区“全岗通”工作指导系列手册，可进可退，让社工自己把控学习的节奏，有效梳理
和适应最适合自己的状态。 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团队更有凝聚力与战斗力。

目前，所有思维导图内容整理与手绘的工作进入尾声。 为了进一步美化导图，各居委主任们还邀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
共同参与。

一张导图
一群主任
一段故事
一颗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