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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大学 生社 区管理是实 施完全学分制后 一种新型的工作模式
。

其根本宗旨是在学生

主要生活的区域创造各种条件
,

从而加速培育学生
。

健全的管理制度
,

强有力的管理队伍是搞好社

区管理的首要条件
;
狠抓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区育人的必要手段

;
立 足校园

,

加强纵向
、

横向联

系是搞好社区管理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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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宿舍社 区管理是我校实施完全学分制后学生生活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
,

是一种全

新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
。

这种模式借鉴了社会上
“

大社区
”

的 内涵
,

同时结合了学校育人的特定

功能和学分制改革的特点
,

综合而成
。

其根本宗 旨是基于学生主要生活的区域
,

针对学分制后

学生 自由活动时间参差不一的特点
,

开展包括生活服务
、

文体活动
、

成才环境建设等一系列的

综合管理活动
。

从而达到加速学生成才的目的
。

据此 目的
,

我校于 1 9 9 4年 10 月份撤销了原来的
“

学 生宿舍管理 科
” ,

成立了
“

大学生社 区管理中心
” ,

隶属 于学生处并与学生工作相衔接
,

社区

工作开展一年来
,

我们认识到以下几个方面
。

1 健全管理制度
,

强化管理
,

是学生社区管理前提

( 1) 我校社 区管理 中心成立后
,

首先着手制度 的建立
。

①针对 以往宿舍管理制度建设的不

足
,

我们将原有 的制度加以修改
、

补充
、

完善
,

先后制定了《层长工作条例 》
,

《楼长工作条例 》
。

②

坚持宿舍卫生 日抽查
、

周检查
,

月公布
,

学期总评制度
。

把学生宿舍卫生检查作为日常工作常抓

不懈
。

③建立奖惩制度
,

把宿舍卫生环境
,

违纪情况
,

与学生的思想品德考核
,

奖学金
,

先进个

人
,

先进集体的评选挂钩
,

开展争创文 明寝室活动
。

( 2) 在制度建设的同时
,

我们还狠抓了社 区管理队伍建设
。

①社区刚成立时
,

管理人员除

了一名专门干部外
,

大部分是临时工和返聘工
,

他们的整体素质总体来讲比较低
,

加上待遇低
,

19 95一 1 0一 2 5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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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难度大
,

普遍存在不稳定性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们一方面对他们加强了思想教育和职业道

德教 育
,

以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

另一方面
,

制订 了新工资体系
,

调整了奖金和工龄工

资 (指到社区工作的工龄 )
,

还积极关心他们的生活
。

这些
“
凝聚力工程

”
提高了社区管理人员

的主观能动性
,

大大增强了社 区工作的凝聚力
。

②建立了社区管理的新的模式
,

即社区管理中

心一 楼长一层长一寝室长一值班员一清洁工这个模式
,

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楼长身上
,

我们

先后物色了四名有一定工作经验
、

层次较高的退休干部担任 了楼长职务
。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证明
:

这个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

据统计
,

从 1 9 9 5年 3月 1日到 1 9 9 5年 6月底
,

每位楼长对本楼每个

寝室查访考核达 36 次
,

总计查处违纪事件 38 起
,

处理损坏公物 45 起
。

今年高校春季卫生对口检

查
,

我校总平均分达 19
.

41 分 (优 )
,

其中 5个寝室满分 ( 20 分 )
,

比去年秋季对 口检查平均高 0
.

71

分
。

今年秋季对 口检查总评成绩又上一个新 台阶
,

达 1 9
.

61 分
。

这不能不认为是社 区实施新管

理体制的结果
。

2 学生积极参与 自我管理
、

自我服务是社区管理顺利进行的保证

学生宿舍社 区管理要求学生既是管理对象
,

又要做管理的主体
,

既是受教育者
,

又要成为

教育者
。

基于这样的要求
,

我们在建立社 区管理模式时加进了层长这一特殊管理层
。

我们在每

一宿舍楼的每一层设置了层长
。

层长由学生 自愿报名
,

通过层层筛选而被录用的
,

一经录用
,

享

受勤工助学待遇
,

层长在楼长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
,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制定有关条例
,

担任学生宿舍社区夜间巡逻值班任务
,

制止和处理各种违纪行为
,

协助解决社区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
,

组织社区文体 活动等等
。

此外层长们还积极开动脑筋 在社区设置了生活服务社
,

积极开

展缝纫
、

烫衣
、

热饭菜等服务
;
还开设学生 自助商店

、

洗衣房
、

电话亭等来方便同学
、

服务同学
。

这些参与管理的学生
,

绝大多数积极热情
,

工作认真负责
,

起到了社区管理中心与学生之间的

桥梁作用
,

的确发挥 了
“

特殊
”

的功能
。

通过层长每天夜间的 值班巡 逻
,

能及时掌握社 区的动态

情况
,

及时把社区各项信息反馈到管理中心
,

使存在的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

通过每位

层长每周一次的书面信息反馈
,

使我们管理中心能及时准确 的了解社区内存在的不足
,

使我们

工作能及时改进
,

通过这一年多时间的实践
,

事实说明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

3 在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是社区活动育人的必要手段

自社区成立 以来
,

我们组织 了大量的文体活动
,

活跃了社区气氛
,

营造了社区文化氛围
。

去

年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层与层之 间
、

楼与楼之 间的各种竞赛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今年 3月至 4月

份我们又举办了大型的文化系列活动
。

温馨社区情— 首届水大社区文化系列活动
。

开展了包

括邮展
、 “

露一手
”
卡拉 O K 比赛

、

哈姆菜特片断朗诵 比赛
、

大型庆祝舞会
、

经典电影欣赏
、

征文

比赛
、

寝室
“

洁
、

雅
、

美
”

优化设计比赛
、

文艺电影招待会
、

学生处领导与学生座谈等一系列活动
。

许多寝室的同学都以高昂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
,

积极参与此次系列活动
。

九项活动总计有 3 0 0 0

多人次参加
,

特别是寝室优化设计比赛显示了同学们的创意
,

看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参与精神

和集体荣誉感
,

让他们感到了社区
“

家
”

一般的温暖
。

这次
“

洁
、

雅
、

美
”

寝室优化设计 比赛
,

为改

变社区面貌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比赛中获等级奖的 6个寝室
,

在 5月份高校卫生对 口检查 中
,

有 5间被抽查到
,

获满分的有三间
,

另 2个寝室都在 1 9
.

5分以 上
。

这次活动的开展为广大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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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展示真我风采的舞台
,

为活跃同学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 r 有益的尝试
,

为加强水大社区精

神文明建设
.

营造社 区文化氛围
.

引浮学生 充实精 神文化土活和丰富文化娱乐活动
,

促进社 区

其它 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

起到 了积极的作 )日
。

4 加强横向纵向联系和运 )IJ 现代化管理于段是搞好社区管理的新途

径

( l )社 区管理 方面要 立足 J
二

本校辛L区
.

同时 又要加强与周围高校社区横向联系
,

互相学

习
,

互相提高
,

这 有利 f 社区 l几作的提高
。

另外
,

我们还要加强 与社 会上大社 区的纵 向联系
.

建

立友好社区
,

利用高校大学生素质较高的优势
,

在搞好学校社区 的同时
,

辐射社会
,

强化学生为

社 会服 务的意识
.

如建 伏青少年社教中心
,

包括志愿者服务活动组织
.

帮助社会上社区建立儿

童活动中心
,

使低龄学生
“

双休 日
”
活动有去处 ; 协同社 会

_

}二社区建立家教服务中心
,

包括义务

为老人读书
、

读报等
; 协助社 会上社区搞一些慈善服务活动

.

义务为社会上老人做点事情等等
,

通过这一系列的服 务活动以强化大学生服务意识
,

培 养大学生的奉献精神
,

让大学生更多地了

解社会
,

接触社会
,

为
_

丘海新三年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我校应有的贡献
。

( 2) 运 用现代化管理 手段
,

也是提高社区营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

社区工作任务繁重
,

信息量

大
,

要做到 有条不紊是很不容易的
,

特别是随着我校社区管 理条例的实施
.

必须建立每个寝室

每个同学的 日常档案
,

这么大信息甘的工作
.

人 l 难以 胜任
.

唯有计算机管理
.

建立 日常档案信

息库
,

才能客观地科学地对每个寝室每个学生进行 日常考评考核
.

及时反映各个寝室每个同学

在社 区 日常表现情况
。

在年度考评时就能科学地综 合反映寝室的总体情况和每个人的综合情

况
。

因此唯有运 用计劝
一

机管理方能使社区竹理工作更 卜一层楼
。

5 树立四大意识
,

是社区竹理
_

L作者当前的迫切需要

由于全学分制的建立
,

使得学生本身活动发生 r 根本性的变 化
,

学生自行确定学习
、

生活

娱乐计划
,

自行选择上课时间与地点
,

从而作 为原来的学土核心集体的班级淡 化了
,

取而代之

的是宿舍集体愈识的强化
。

这就要求我们社区管理工作者树立以 下四大意识
。

5
.

1 树立服务意识

( l) 树立为学校稳定服务的思想
。

学生宿舍 已 日益成为学 校
`

J不故的多发地
,

以往发现的重

大违纪事件
,

如打架
、

张贴大小字报等
,

大都发生在学生宿舍区域
.

故我们开展工作要树立为学

校稳定服务的思想
。

( 2) 树立为学生生活
、

学 习
、

娱乐服务的思想
。

由于学分制 的建立
,

学生的学 习娱乐场所也

在逐渐转 向寝室
,

学生宿舍本来就是学生休 息
、

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
,

这就要求我们走在前头
,

积极引导
,

在软
、

硬件上创造条件为学生服 务
。

5
.

2 树立学习的
“

延伸
”

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
,

大部分同学 曾在寝室学 习过
.

全学分制后学生在寝室学 习的讥率又要增

加
,

可以这 么说
,

学生的学习有从教室
、

图 仔馆逐步向寝室延 伸的势头
。

作为社区管理人员要有

对这种
“

延伸
”

的认识
,

要在社仄建设文化廊
、

阅览室
、

多种兴趣小组
、

第二课堂学习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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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树立
“

窗口
”

意识

学生宿舍建设是校风建设的窗 口
,

在社区要倡导良好的舍风
,

舍风是校风和学风的重要方

面
,

是校风和学风在宿舍的缩影
,

舍风的好坏
,

可以看到校风
、

学风的优劣
。

同时
,

树立良好的校

风
,

要从树立 良好的舍风开始
,

故社 区工作者要树立
“

窗 口 ” 意识
,

努力将社 区建成体现大学生

精神风貌 的窗 口
。

.5 4 树立
“

阵地
”

意识

社区管理是学生工作管理 的一个重要部分
,

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

我们要充

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个阵地
,

对学生开展思想
、

人生
、

信念的教育
。

我校学生社区化管理刚刚建立不足一年
,

在这一年的工作中
,

我们认识到有好些方面还存

在不足
,

首先层长这一模式还进一步有待于完善
,

有些层长的主动性和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高
,

现我 们准备把层长纳入学生干部系列
,

其次
,

社区管理 中心跟院系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

一步理顺
,

现在这种模式中
,

社区对违纪现象没有处理权
,

因此
,

社区发生的一些违纪现象在院

系的处理过程中
,

存在着时间拖延处理不力现象
,

现正进一步理顺院系跟社区之间的关系
。

另外
,

社 区跟团委之间的关系
,

也有待于进一步协调
,

现在这种管理模式
,

忽视团支部在社

区的作用
,

我们设想团支部应建立在社区
,

院系团总支也应设在社区
,

这样对社区各方面的管

理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现在我们已经跟 团委联合办公
,

团委 已派一名专职干部来负责社区的精

神文明建设
。

我们相信只要得到领导的关心支持
,

得到 广大教师干部的热心帮助
,

通过广大社

区管理工作者的努力
,

社 区管理一定能上 一 个台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