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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
福民函〔2023〕26 号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委员
提案第 2023024 号（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层整体性治理福田样板）的会办意见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5 月底，福田区登记的社会组织共 764 家，分

别为社会团体 301 家（包含行业协会 26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463 家。

二、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做法

近年来，福田区积极发挥中心城区优势，坚持培育发展和规

范管理并重，不断深化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拓宽基金范围。大力挖掘慈善资源，围绕“济困扶弱、

养老助残”等核心职能，推动成立街道（社区）专项基金，目前

已成立福保街道专项基金、南园街道专项基金等 7 个专项基金，

募集资金近 400 万元。

（二）促进居民融合。目前，我区登记成立 187 家社区社会

组织，涵盖合唱团、艺术团、老年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大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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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组织在满足居民文体活动需求、促进居民融合、和构建社

区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以品牌文化活动丰富了社

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幸福感，而且承接

了政府职能转移项目并与辖区企业合作承接文艺演出及各种赛

事，开展了多样化的社区文化交流，是社区文化蓬勃发展的助推

者。

（三）参与社区治理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福田区整合专

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如邻里互助会、社区志愿

者协会通过社会化动员的方式，实现群众的互动互助，目前已实

现 10 个街道楼栋长协会全覆盖。立足基层，以社区社会组织为

平台引导居民融入与参与社区建设，如社区法律服务中心，负责

社区居民事务调解、维稳等，努力实现社区层面的居民自治，推

动基层自治。

（四）提供社会服务 。社区社会组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以社区服务为平台，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介入、

有效对接的民生保障体系，包括社区养老新举措、拓展社区服务

新项目、提高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新水平、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新配

套等内容，构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人民生活保障“安全

网”。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探索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新手段。切实发挥好福田区社

会建设专项资金、民生微实事资金和街道（社区）专项基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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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金的培育发展效能，建立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公共监督机制。

（二）探索社区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新举措。通过建立人才合

理流动的保障性机制，通过营造社会关心、支持社会组织，尊重

社会组织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引导更多的社会优秀人才加入社

会组织队伍，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福田区民政局

2023 年 6 月 14 日

（联系人：李志峰，联系电话：83506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