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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社区安全建设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社区安全建设的重要性、重点问题、创新路径展开

论述。社区安全建设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备条件。当前，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

普遍存在居民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资金与技术保障不足、社区主体的自治功能缺位等问题。因此，

针对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利用新媒体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推进智慧社区安全

平台建设、发掘社区自治功能等角度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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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mmunity secur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key issues, and innovation paths of community security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af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ves of residents, and it is a necessary condi-
tion for my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afety in our country, such as lack of safety awareness and self-help skills, insufficient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and absence of autonomous functions of community subjects. There-
for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afety,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sing new media to enhance residents’ safety awareness and self-help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4055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4055
https://www.hanspub.org/


凌慧 
 

 

DOI: 10.12677/mm.2023.134055 436 现代管理 
 

skill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safety platforms,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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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社区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给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家庭

电器老化、婴幼儿高空坠楼、家庭财产失窃、高空坠物等方面。近日，据报道，2023 年 3 月，西安市内

一小区发生火灾，导致 3 人受伤，背后原因是楼道常年堆积杂物占据公共区域、物业疏于检查导致灭火

器过期、居民多方反应消防安全隐患却未果 1；也是 2023 年 3 月，在柳州市鱼峰区一小区内，一名正在

小区内施工的男子被一截金属杆从高空坠落不幸击中 2，瞬时鲜血直流，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竟无人认领金

属杆，经过警方多方调查，最终发现金属杆为楼上一名住户装修时粗心掉落。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危险源增加，每时每刻我们身边都在发生各类安全事故，给社区安全建设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考验。 

2. 社区安全建设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社区安全建设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只有社区安全得到保证，才会营造和谐温馨的居民环

境，社区其他方面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社区安全建设是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社区作为国家的千千万万个小缩影，当然，社区的建

设也应该紧跟时事政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

工作，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公共安全治理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2]。社区

是基层自治组织，是社会交往的最小单元。社区安全治理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石，其中的关键抓手是对

社区安全建设模式进行创新，推进社区安全治理现代化。 

3. 社区安全建设的重点问题 

3.1. 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 

近年来，社区等基层组织在大力普及安全文化和安全技能，但由于人员众多、影响因素复杂，加之

社区对违法行为缺少执法权，难以对居民形成威慑力，因此，社区公共安全意识薄弱、自救技能缺乏仍

然是急需解决的大难题[3]。特别是，社区内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不同，自身已有的安全知识也是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居民缺乏安全意识，普遍存在侥

幸心理，对可能引发公共安全危机的人际关系、基础设施社等社区内要素了解甚少，较少参与公共安全

管理工作，致使社区安全管理成为了基层政府的单方面政治行为。因此，现存的社区安全问题得不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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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解决，再加上面对紧急情况时居民自身缺乏自救技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3.2. 社区安全治理资金与技术保障不足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资金和技术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保障，

然而，资金与技术保障不足却是制约社区安全治理的一大客观因素。现阶段，社区安全建设资金普遍存

在不足，尤其是老旧社区急需整顿改造的项目较多，所需资金数目较多，由于资金有限，不得不降低标

准或者搁置[4]。当前，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先进的电子防范技术也被越来越多地运

用到新建的城市社区中，如在小区安装智慧消防灭火系统、电梯具有识别功能拒载机动车入户，为社区

的安全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助益。但是对于老旧社区而言，安全防范技术一直难以更新，居民的安全保障

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仍主要采用传统的防护网、防盗门等物理防范措施，已经不具备良好防范犯罪发

生的作用[5]，并且同时也会让居民的信任感和幸福感长期得不到满足。 

3.3. 社区主体的自治功能缺位 

目前，社区安全建设工作基本以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性也没有得到有效体现，社区居民处于被动

接收状态，居民思维没有转换，政策宣传不够到位，致使居民主人翁意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

方面，社区安全管理工作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没有居民的积极参与配合，导致政府官方政策措施的工作

成效和影响范围都很有限；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主体在安全建设中缺乏自治性、参与不足，仅仅依靠政

府单方的推动，安全管理工作难以细化，就会在知识宣传、技能讲授、设施改造等方面都不能满足社区

居民的真正需求，难以有效解决社区真正存在的安全问题。 

4. 社区安全建设的创新路径 

4.1. 依托新媒体拓宽社区安全教育途径，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 

人作为社区安全事故的主体，是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受害者，也是导致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原因。提升

社区居民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是当前社区安全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迅速，已经深入

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社区的安全建设宣传也离不开互联网的传播[6]。因此，我们除了传统的线

下入社区宣传，也可以采取直播平台、趣味小视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等居民更能接受的新兴方式开

展知识普及，举办知识竞答大赛，设置适当奖品等级，吸引居民们参与学习新安全知识，构架安全思维。

依托新媒体，一方面，可以更高效生动地传播普及安全知识以及技能，设计制作社区安全公示平台，将

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曝光，发布本地安全相关内容，将安全意识真正地传播到每一个居民的心中，

使居民掌握更多实用的应急技能；另一方面，借助这些平台也能切实与群众沟通，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

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断完善政策执行，将社区安全建设落在细处，真正地解决问题。时代在进步，群众

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善，那么安全建设也应该与时俱进，这样才能突破现状，成效显著。 

4.2. 设置社区安全建设专项资金，推进智慧社区安全平台建设 

社区安全建设应该以居民生活为基础，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多方位、全周期开展，不仅涉及消防、

网络安全、生产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也需要做到前期宣传讲授、遇事紧急处理、事后妥善安置反思。

从我国现有的基层政策来看，基于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基层公共安全相关的政策是非常完善的，但

由于资金不足、技术支持不到位，很多措施无法落实。因此，各地应该在经费预算中设置社区安全建设

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安全建设，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能够落实，取得预期成效。现阶段大部分社区，特别

是老旧社区，还主要依赖传统物理手段进行安全治理，警觉性较差、反应时间较长，导致了很多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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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微小安全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社区安全建设中引入创新技术，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已是迫

在眉睫[7]。智慧社区安全平台依靠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社区内不同等级的危险因子，结合社区实际编制应

急预案，全过程监测，由政府、社区、居民三方共同使用，政府通过平台发布政策通知，社区进行安全

知识宣传讲授，居民反应社区安全隐患等等。 

4.3. 发掘社区自治功能，培养居民参与社区安全管理的主动性 

居民的安全需求多样化，贴近各自的生活实际，只有个体自身才能清楚定位需求，让政策更接地气，

因此，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每个人都是主人公，都应该为了社区的发展而建言献策。社区安全治理

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社区日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政府和社区分

工不明确、社区资金和技术有限等情况，导致社区在安全管理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理顺社区与政

府之间的职能关系，充分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不断完善社区组织的自治网络，加强各方合作，构建现

代社区管理结构[8]。社区是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行政

压力，针对各社区的实际情况，加强社区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同时也可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安全建设

的主动性，更明确居民的需求，获得居民的支持和配合。 

5. 结语 

本文从社区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入手，针对社区安全建设现状，总结出社区安全建设存在的问题，并

就社区安全建设创新路径展开论述。社区安全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政府、社区、居民三方协力共同推动智

慧社区安全平台建设，明确政府和社区的职责分配，政府把握宏观方针政策，为社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

持，社区发挥自治功能，调动居民参与配合积极性，组织宣传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依托安全建设创新

路径，对症下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社区安全建设现存问题一定会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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