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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长华社区有居民投诉，由于昨夜下雨，泥沙被冲到他
们店铺外，请处理。”这个电话是负责接收群众投诉的办公室打来
的。孟津县城关镇长华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明军了解情况后，立刻
协调社区管理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处理。

“‘村改居’以前，这事不归我们管，但现在我们要上门服务。”
刘明军说，原来村委会只负责原住村民的管理，现在改成居委会
后，管辖的区域扩大了一倍多。

长华社区是2011年9月成立的“村改居”社区，其前身是孟津
县城关镇长华村。该社区作为我市县域首批完成“村改居”试点的社
区，和孟津县城关镇其他8个社区一起通过了市相关部门的验收。

孟津县城关镇仅是我市各县（市）“村改居”社区建设的一个
代表。

日前，市委组织部已经下发通报，全市83个县城区域内的社
区全部达标，其中“村改居”社区有36个。

“‘村改居’就是农村户口改为居民户口、村委会改为居委会，
然而转变更关键的是深层次问题——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
保障的落实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
公共服务等。”在刘明军看来，公共服务的提升，是“村改居”过程
中最大的转变，也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也学习市里精细化管理模式，由于辖区面积大，我们划分
成4个大的网格，还选举了42名热心公益的楼栋长。”刘明军说，通
过两年的摸索，长华社区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便民服务体系。

“最开始说‘村改居’，我以为只是改个叫法、换个牌子，现在
看来不只是这么简单。”谈及“村改居”后的变化，长华社区居民李
自志说，社区设立了100多平方米的便民服务大厅，开展了社会救
助、婚育指导、劳动就业、环境卫生、文化教育、人民调解、外来人
口管理等10多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在这个便民服务大
厅可以进行一站式办理。

李会军，长华社区第一网格网格长，他管辖27栋楼。谈及目前
的工作现状，他笑称自己是居民的“大保姆”。

在长华社区，有专门的便民服务室，里面放置了缝纫机、管钳、
气筒、电钻等设备。谁家需要工具，都可以找李会军申请借用。

“这里的服务确实很到位，俺在工地干活，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居委会的干部都替俺想到了。”记者正巧遇到来服务室缝衣服的
刘长来，他在工地打工裤腿经常弄破，媳妇又没在身边，以前这些
小问题基本没人管。而现在为了方便外来务工人员，便民服务室
专门购置了一台缝纫机，还请来了志愿者帮他们缝缝补补。

同在城关镇的会盟社区，针对辖区内双职工家庭较多的现
状，成立了“四点半学校”。该社区居委会主任焦正堂说，小学下午
4点半放学，而家长下午6点才下班，这让不少家长很苦恼。为此，
社区成立了临时托管学校，还聘请了教师为学生辅导功课。

目前，全市83个县城区域内的社区便民服务用房总面积约7万
平方米。图书阅览、医疗康复、“四点半学校”、邻里帮扶、法律援助、房
屋租赁等服务项目已经逐渐在各个社区开展。在各个新社区，幼儿
园、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也一应俱全。

“村改居”后，农民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原来
的村民就要开始和城镇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养老、
医保、就业、文化……各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
要逐渐转型和接轨。

孟津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韩海卿说，除了环境卫
生等生活环境变化外，“村改居”后最根本的是要解
决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模式的问题，让居民真正
富起来，享受更好的生活。

长华社区前身长华村从1998年起开始转型，耕
地多数变成了县城的新区，不少村民外出务工。

“村改居”后，该社区按照政策进行股份制改
革，成立了股份公司，居民可以自愿入股，每年还可
以拿到分红。

谈起社区的股份制改革和发展，刘明军用了一
个时髦的词：转型——从产品经营转为资产经营。

“随着这两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入股的居

民至少每年可以拿到1万多元的分红。现在社区正
在筹建大型批发市场，建成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
来源。”李自志有信心地说。

李自志告诉我们，“村改居”后，失地农民补贴
由原来的每人每月80元涨到220元，计生、低保、医
疗等各项补贴都大幅提升。

不仅如此，社区居民也有了更多额外的福利。“年
纪大的人，社区会定期给他们送去米面油等日用品，定
期给他们体检；年纪小的人，考上大学的有奖金，家庭
贫困的有帮扶……”说起这些，李自志乐得合不拢嘴。

“村改居”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居民确实
得到实惠：比如推进社区就业服务，为下岗人员自
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帮扶；推进社区社会保障
完善，实现老年专业护理、社会保险全覆盖；推进
社区卫生和计生服务，强化慢性病诊疗、小病社区
内治疗……

然而，两年来刘明军等实践者也有许多困惑。
群众服务需求增大和服务人员量少质低的矛

盾，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难题。
刘明军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村改居”前，全村常

住4100多人，当时仅仅是服务和管理这些人；现在，
社区内共有1.1万人，约占原来的3倍。从服务内容
上说，现在新增的环卫、便民服务大厅等超过原来的
2倍；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增加。

他说，目前该社区工作人员7人，大部分人对各
项业务流程和服务内容仍不熟悉，业务水平也参差不

齐，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不便。
另外，难管理还主要体现在外来人员激增。刘

明军介绍，目前初步统计外来务工人员有 6000 多
名，原先并不在管辖范围内，现在这一部分人成为困
扰社区管理提升的第二大难题。

如何帮助辖区内居民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业多
样化？韩海卿介绍，目前城关镇的几个社区尝试结合
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开发就业岗位，帮助更多人在
家门口就业，“然而，转变就业结构并非一蹴而就，离开
土地后，还需给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

2011年下半年，我市开始对一些县城周边的村
庄进行“村改居”试点，在此过程中，我市也进行了一
些借鉴。目前，规范“村改居”社区服务队伍是当务
之急。

一方面，居委会不能用原来村委会的理念去治
理社区；另一方面，社区也不能简单套用城市居委会
的管理模式。如何在社区工作人员有限的前提下，
更好满足群众的服务需求，提升“村改居”社区的服
务质量？实践者一直在探索。

在这方面，厦门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也许能
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2003年，“村改居”在厦门市
全面展开，当时一共有152个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同
样出现了社区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当时厦门
市通过培训服务等方式，下大力气规范“村改居”社

区服务队伍。
一是社区工作人员集中培训。厦门市参照城市

社区管理制度，加强对“村改居”社区干部的管理，建
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制度，逐步建设一
支专业化、职业化、知识化的社区服务队伍。

二是整合优化专业服务队伍。该市把派驻社区
的就业协管员、计生管理员、文体协管员、残疾人联
络员等人员整合到社区工作站，实行“六统一”的管
理模式，即统一招聘、统一员额、统一待遇、统一管
理、统一使用以及统一身份，逐步实现了“村改居”社
区服务队伍的规范化。

三是扩大志愿者队伍，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各
社区建立了志愿者注册制度，使志愿者人数超过常
住人口的5%。

2011年下半年，我市开始对一些县城周边的村庄
进行“村改居”试点，把村委会改为居委会，这不仅是名
称上的变化，还是管理机制、服务理念上的转型。

如今“村改居”已近两年，全市83个县城区域内的
社区已通过验收，其中“村改居”社区36个。“村改居”后
的村民生活有哪些变化，居委会管理者在探索中遇到
哪些困惑，我市“村改居”下一阶段将如何深入？记者就
此进行探访。

村改居
不只是换个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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