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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财政局   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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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 

实 施 方 案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切实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推进我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社区工作者职

业体系建设试点方案》（内组通字〔2020〕9 号）文件精神，制

定我市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围绕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涵盖资格认证、

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保障激励等方面的职业标准和

制度体系，着力打造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为构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供有力支撑。2020 年底

前，各旗县区都要按照核定人数配齐配强社区工作者，参照“三

岗十八级”建立岗位等级序列和薪酬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职业

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二、任务措施 

（一）合理界定范围 

本方案所称社区工作者是指在街道（苏木乡镇）居民区专门

从事社区管理和公共事务服务，纳入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管理，

并由地方财政部门进行补助的全日制工作人员。主要包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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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选举的“两委”成员、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并签定劳动合同的专职社区工作者、下派到社区的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 

（二）明确岗位职责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居民遵纪守

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2.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决议和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

会议的决定、意见，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维

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3.推动驻区单位履行治理责任，深化融合党建，落实网格化

治理，依法组织基层自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

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满意度，

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形成治理合力。 

4.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公共服

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事务。 

5.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对街道

（苏木乡镇）和旗县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

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及基层自治工作等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6.完成街道、苏木乡镇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科学配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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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确核定人数。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综合考虑区域面积、人口数量、服务功能等因素，科学核定

社区工作者数量，依据社区规划户数，每 200 户至 400 户配备 1

人，最少不低于 6 人。社区“两委”领导职数原则上不超过 3人。

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原则上属地产生，确实因基础条件所限难以

属地化的，在保证一名专职成员属地化的基础上，力争社区居民

委员会成员属地化比例逐届提升。每个社区原则上要配备 1名专

职党务工作者负责党建日常工作。要把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与网

格员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网格长由社区专职工作者担任；将网格

员纳入社区“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强化帮带培养和实践锻炼，

提高社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 

2.规范选聘方式。采用选任和招聘两种方式。依法选举的社

区“两委”专职成员，街道（苏木、乡、镇）党工委（党委）应

在选举前进行“联审”，严把人选标准。对新进社区工作者，原

则上要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采取公开招聘、选任等方式，统一

选聘程序和资格条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由旗

县区民政部门会同组织、人社等部门组织实施。对于目前在岗的

社区工作者，各地要统一组织培训，符合聘用条件的，经考核合

格，纳入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管理范畴，最低服务年限不低于 3

年；未纳入职业体系的社区工作者，一般由街道（苏木、乡、镇）

自行消化。 

3.把握人员结构。着眼长远发展和现实需要，在年龄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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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青年为主体，老、中、青梯次结构合理；在知识结构上，以

大专以上学历为主；在专业结构上，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主，努力

建设一支来源广泛、层次多元、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4.扩大交叉任职。逐步扩大“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比率，党

建与业务高度融合，实现党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与依法办事的

有机统一，推动社区工作者由“专业型”向“全能型”转变。 

（四）健全管理制度 

1.健全培训制度。各旗县区要将社区工作者纳入干部人才队

伍建设总体规划，健全盟市、旗县区、街道（苏木、乡、镇）三

级培训体系，培训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根据社区治理和服务

需要，分层分类开展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社区

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7天；其他社区工

作者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5天。鼓励支持社区工作者提升自身能

力素质，引导社区工作者走职业化、专业化道路，对获得社会工

作职业资格的给予职业津贴。依法实施档案规范化管理，加强档

案信息化建设。  

2.规范服务制度。规范社区工作者服务制度，明确工作职责，

制订服务标准，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坚持完善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制度，社区工作者每人每月走访联系服务居民不少于 30 户。全

面推行“全科社工，一专多能”，实现“一窗式受理、全科式服

务”，探索推行社区工作者 AB 岗，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

https://www.baidu.com/s?wd=%E4%BE%9D%E6%B3%95%E6%B2%BB%E5%9B%BD&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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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服务。街道（苏木、乡、镇）不得随意借调社区工作者，如

确需借调，时间不得超过 3个月，同一时期同一社区借调人员不

得超过 2 人。 

3.形成晋升制度。拓宽社区工作者发展通道，各地在招录街

道（苏木、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时，应结合实际设定

岗位，面向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社区工作者，注重从实绩突出、

符合定向招录条件的“两委”班子成员中招录。按照有关规定和

程序，把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到街道（苏木、乡、镇）领导

岗位。加大在优秀社区工作者中发展党员力度，积极推荐优秀社

区工作者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4.完善考核制度。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的

考核评价办法。考核评价工作由社区党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以社

区工作者的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综合日常

考核、年度考核、居民满意度测评等情况，提出建议性考评结果，

报街道（苏木、乡、镇）党（工）委研究确定优秀、合格、基本

合格、不合格四个考核等次。 

5.实行退出制度。社区“两委”成员在新一届“两委”选举

中落选的，退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社区一般工作人员聘用期

满，经考核合格的可续聘。聘用期内，工作不称职的，经街道（苏

木、乡、镇）审核，可在聘期内予以解聘或辞退，三年内不再聘

用。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照法定程序劝退、辞退或者开除：

连续两次考核评价不合格；严重违反社区工作规章制度，给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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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或被判刑；无故旷工

一年内累计超过 30 天；由于能力有限或其他原因，无法胜任工

作等情形的；其他街道（苏木、乡、镇）认定可列入不称职情形

的。 

（五）规范薪酬管理 

1.明确岗位等级。社区工作者基本工资按照岗位与等级分为

三岗十八级。三岗：根据社区承担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事务，社区

工作者岗位等级分为社区正职、社区副职和工作人员。其中：社

区正职包括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社区副职包括社区党

组织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工作人员包括社区“两委”委员和

其他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的社区工作者。十八级：各岗位按照社

区工作者在本地社区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设置相应

等级。社区正职为 7～18 级，社区副职为 4～15 级，工作人员为

1～12 级。  

2.确定薪酬结构。按照社区工作者平均待遇不低于上年度本

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进行动态调整，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水平。社区工作者实行

统一的薪酬体系，月薪酬总额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社会保险

三部分构成。  

（1）基本工资。基本工资根据本人所对应的岗位等级确定，

为年收入的 80%左右，按月发放。随着岗位变动、工作年限增加、

受教育程度提高，基本工资相应增加。新聘用的社区工作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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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间基本工资按对应标准 100%发放。 

（2）绩效工资。绩效工资一般为年收入的 20%左右。根据本

人工作情况，经考核后确定，按年发放。在绩效工资总量内，根

据考核结果，适当拉开绩效工资发放差距。  

（3）社会保险。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参照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

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由各地自行制定。 

3.厘清变动因素。根据工作年限、岗位变动、教育程度、日

常和年终考核等因素，作为调整薪资的参考依据。 

（1）工作年限因素。在年度考核为优秀或合格的情况下，

社区工作者年限达到上一等级规定年限的，可以从次年 1 月份起

提升 1级基本工资；考核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年度不能计算为

晋升等级的年限。社区工作者中断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中断

年限不予连续计算。 

（2）岗位变动因素。社区工作者岗位变动的，从岗位变动

的次月起，按工作年限套入相应的工资等级。“一肩挑”的社区

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在任职期间提升 2级。因工作变动，

不再“一肩挑”的，按岗位变动作相应调整。兼任网格长、网格

党组织负责人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应在原有薪酬待遇基础上，

每月增加 100—300 元的专项工作补贴。 

（3）教育程度因素。新纳入的社区工作者，获得大学本科

学历的，基本工资等级认定为 2级；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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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级认定为 3级；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工资等级认定为 4

级。任职期间，通过在职教育获得学历提升的，基本工资未达到

相应等级的，可调整到相应等级，若已经达到所获学历相应等级，

基本工资等级不调整。对获得初级、中级、高级社会工作职业资

格的，并聘用到工作岗位的，每人每月分别给予 200、300、500

元的职业津贴。  

（4）考核影响因素。社区工作者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

计算工作年限时增加 0.5 年。 

4.社区专职网格员参照社区专职工作者发放报酬，报酬总额

原则上不低于所在社区专职工作者平均薪酬的 60%。 

三、组织领导 

（一）强化主体责任。各旗县区委要高度重视，将社区工作

者职业体系建设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重要内容，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民政部门负责牵头抓总，要强化具体推动，协调相关

部门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组织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及时会同相

关部门研究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编办、财政、人社等部门要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工作合力。街道（苏木、乡、镇）按

照要求，摸清底数、扎实推进，抓好具体实施。 

（二）注重分类指导。各旗县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统

一规范、整体设计，又要考虑不同地区财力实际，分类施策，避

免“一刀切”。要全面准确把握社区各类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

对留在社区未纳入职业体系的社区工作者，做好思想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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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善相关激励保障制度，有效调动工作积极性，确保稳妥有序。 

（三）加大经费保障。各旗县区要根据社区承担的职责，加

大经费保障力度，将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经费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确保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和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资金足额

到位，并逐步缩小各旗县区间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差异。 

附件 1：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和基本工资系数参考表 

附件 2：2019 年赤峰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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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和基本工资系数参考表 

 

社区正职 社区副职 工作人员 
基本工资

系数 

月薪酬总

额（元） 

18 级 34 年以上   1.85 5257.24 

17 级 31-33 年   1.80 5115.15 

16 级 28-30 年   1.75 4973.06 

15 级 25-27 年 34 年以上  1.70 4830.98 

14 级 22-24 年 31-33 年  1.65 4688.89 

13 级 19-21 年 28-30 年  1.60 4546.80 

12 级 16-18 年 25-27 年 34 年以上 1.55 4404.71 

11 级 13-15 年 22-24 年 31-33 年 1.50 4262.63 

10 级 10-12 年 19-21 年 28-30 年 1.45 4120.54 

9 级 7-9 年 16-18 年 25-27 年 1.40 3978.45 

8 级 4-6 年 13-15 年 22-24 年 1.35 3836.36 

7 级 3 年以下 10-12 年 19-21 年 1.30 3694.28 

6 级  7-9 年 16-18 年 1.25 3552.19 

5 级  4-6 年 13-15 年 1.20 3410.10 

4 级  3 年以下 10-12 年 1.15 3268.01 

3 级   7-9 年 1.10 3125.93 

2 级   4-6 年 1.05 2983.84 

1 级   3 年以下 1.00 

 

2841.75 

试用期    0.90 2557.58 

备注：按赤峰市 2019 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岗位 

等级 
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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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赤峰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

位：元） 

赤峰市 34101 

红山区 38195 

元宝山区 37600 

松山区 36168 

阿鲁科尔沁旗 28288 

巴林左旗 30303 

巴林右旗 28498 

林西县 30117 

克什克腾旗 30563 

翁牛特旗 29853 

喀喇沁旗 30138 

宁城县 33019 

敖汉旗 30335 

备注：数据来源，赤峰市统计局 2019年 12月《赤峰统计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