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北京大栅栏实验基地研究 

6.1 社区组织孵化基地及中心研究基地 

大栅栏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于 2017 年 3 月份正式启动，同时由清华

大学社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和大栅栏街道联合办公，共同运营基地的

日常事务。2017 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6.1.1 研究基地启动仪式 

2017 年 3 月 24 日，经过清华信义中心和街道办事处为期一个月的筹划，

大栅栏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又名“有邻苑”）终于正式揭牌。当天上

午来自北京市社工委、西城区民政和社工委的领导以及街道书记主任、社会办

科长、社区书记主任、社区能人等近 30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图 1：2017年 3月 24日大栅栏街道及清华团队共同揭牌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和大栅栏街道副主任王佳共同为基地揭牌，在

欣赏了大栅栏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宣传片后，街道领导和市区级领导分别致

辞，沈原教授代表清华大学社造团队进行致辞，并表示清华团队会将社区营造

的理念持续宣传，同时不断探索社区营造本土化经验。 

6.1.2 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基地日常工作 

大栅栏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

中心的研究基地，并于今年 3 月正式挂牌成立。主要进行本土化社区营造的探



索和研究工作，并将社区营造理念不断进行宣传推广，积累更多本土实务案

例，推广研究成果和实务工作经验。 

 

图 4：清华信义社营中心大栅栏研究基地铜牌 

清华社造团队一直驻扎在此基地，除了日常的办公以外，每个月都会为社

区自组织举办一次报销会，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发布通知邀请社区自组织伙伴来

基地办公和举办会议，并制作了会议室使用说明。 

     

图 5：基地会议室使用说明            图 6：微群发布会议室使用信息 

截至目前为止，在基地共举办过四次微公益创投的报销会，每个月都会在

基地为社区能人提供辅导和培训，从项目管理到资金报销规范都会进行培力。

同时社区能人只要有疑问，不论是组织管理、项目运行还是财务管理的问题，



都会到基地来进行咨询。 

在基地的会议室，共有三个社区自组织召开过三次会议，包括延寿社区轻

舞飞扬舞蹈队的内部会议、三井社区导览队的内部会议以及前西社区助老服务

队的培训会。为社区自组织搭建了沟通的平台，同时也提供了可供交流学习的

场地。基地设备设施齐全，清华团队和街道社会办伙伴的工作得到了社区能人

的认可。 

此外社造团队坚持每半个月召开一次工作会，其中两次在大栅栏研究基地

召开。工作会上进行团队活动追踪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同时也会讨论下一步工

作计划和注意事项。邀请街道社会办伙伴一同参会，并相互沟通协商工作进展

和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清华团队还将继续运营此实验基地，并为社区自组织带来更多辅导和

培训，为大栅栏街道搭建社区自组织沟通的平台。 

6.2 2019 大栅栏街道第四届微公益创投项目 

大栅栏街道近年来持续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通过与北京市西城区

群学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西城群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

区营造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清华社造中心）的多年合作，连续举办三届微公益

创投项目，目前已培育了 35 个社区自组织。经过的培育，目前种子形态的社区

自组织已经具备独立申请项目以及独立运作项目的能力，小苗形态的社区自组

织除具备独立申请项目和和独立运作项目能力外，已经开始关注社区公共事务

和特殊人群。 

6.2.1 前言 

大栅栏街道近年来持续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通过与北京市西城区

群学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西城群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

区营造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清华社造中心）的多年合作，已连续举办四届微公

益创投项目和四期社区营造培训班。 

 

届别 时间 自组织项目实施周期 培育组织数量 



第 1 届 2015 年 6 月至 12 月 6 个月 20 

第 2 届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 7 个月 24 

第 2.5 届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 3 个月 21 

第 3 届 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 3 个月 22 

表：四届微公益创投项目情况一栏表 

 

年份 培训方向 培训主题 培训目标 

2015 年 理念普及 
发掘文化特色的社区

营造 
强调社区的营造规划对社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2016 年 网络合作 共同营造 创想社区 
创造多元沟通的平台及交流互助，串起多方共同

营造的合作网络 

2017 年 组织培育 协力营造 共创家园 培育社区自组织向社区协会方向发展 

2018 年 项目设计 
共同营造有温度的社

区家园 

社区自组织与社区工作者共同商议探讨社区项目

计划案，并以项目化方式进行年度工作计划及方

案设计 

表：四期社区营造培训班情况一栏表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历程也经历了培育种子的“第一桶金项目大赛”、培育

小苗的“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以及培育小树的“美好社区协商平台”。目前

共培育了 42 个社区社会组织，包括 3 个“小树”、17 个“小苗”以及 22 个

“种子”。同时还搭建了三个社区自组织协商平台，分别是前西社区、三井社

区和延寿社区。 

2019 年重点工作将分为：大栅栏街道第五期社区营造培训班及第四届微公

益创投两大部分工作，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多维度陪伴及培力辅导。其中第四

届微公益创投项目将主要进行“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协

商平台”的搭建工作。 

 

6.3 2018 大栅栏街道第三届微公益创投项目 

6.3.1 前言 

大栅栏街道近年来持续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通过与北京市西城区群

学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西城群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

造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清华社造中心）的多年合作，连续举办三届微公益创投项

目，目前已培育了 35 个社区自组织。经过的培育，目前种子形态的社区自组织



已经具备独立申请项目以及独立运作项目的能力，小苗形态的社区自组织除具备

独立申请项目和和独立运作项目能力外，已经开始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和特殊人群，

并尝试开展系列服务活动。 

2018 年合作的重点工作将进行第三届微公益创投及组织培育工作，为社区

社会组织提供多维度陪伴及培力辅导。 

 

图：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示意图 

6.3.2 前期准备工作 

6.3.2.1 修订项目管理规范文件 

根据社区自组织发展状态，第三届微公益创投在原有项目管理文件的基础上，

继续保留了立项阶段、实施阶段以及总结阶段的规范性文件。其中立项阶段包括

了项目协议书、项目申请书、资金预算表以及资金使用规范说明；实施阶段包括

月度活动计划表、活动签到表、活动记录表、月度活动总结表；总结阶段包括了

总结报告。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组织管理部分的规范文件，包括通讯录、团队规则

以及团队架构。 

6.3.2.2 社区自组织服务模式梳理 

社区自组织服务模式梳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社区自组织服务活动梳理、

社区自组织服务模式梳理、社区自组织主营服务模式梳理。 

经过两个月的社区自组织服务模式梳理过程，共有 16个社区自组织 77人次

参加了社区自组织服务模式梳理辅导。 



6.4 2017 大栅栏街道第 2.5 届公益微创投项目 

6.4.1 前言 

大栅栏街道近年来持续开展社区自组织孵化及培育工作，通过与北京市西

城区群学社区服务中心及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的长期合

作，以社区营造的方式挖掘社区能人、孵化、培育社区自组织，探索社区自治

理模式。2015 年大栅栏街道举办了第一届微公益创投大赛，从 37 个申请的项

目中评选出了 20 个项目作为第一批种子，通过半年的培育及评估过程，挑选出

自组织形态稳定、活动效果佳、居民口碑好、具有持续发展需求的 8 个自组织

成为小苗。2016 年继续开展了第二届微公益创投项目，对 8 个小苗继续培育，

同时从挖掘出的 19 个自组织中评选出 16 个作为第二批种子。在 2017 年 1 月至

7 月半年的实施周期中，清华团队定期组织报销会、追踪项目活动、手把手培

力辅导，23 个自组织顺利结项。其中 20 个自组织继续申请新一期微公益创投

项目，持续开展组织活动，另有新增的 2 个种子也加入到微公益创投的大家庭

中。 

在此基础上，大栅栏街道继而于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开展了“大栅栏街道

微公益创投 2.5 期培育项目”，共有 21 个社区自组织申报项目。经过为期三个

月的一对一辅导、报销辅导会、活动追踪、培力公坊等过程，实现多对一、全

方位的多维度陪伴及培力辅导，以期提高组织间互动交流、组织内制度化建

设。



6.5 2017 大栅栏街道第二届公益微创投及组织培育项目 

6.5.1 线下活动追踪辅导 

自 2017 年 1 月开始，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项目进入到第二届微公益创投项

目的实施阶段，24 个社区自组织（详见附表一）的项目顺利开展，其中 8 个小

苗为进行第二年培育的阶段，16 个种子处于第一年培育的阶段。 

在此过程中，大栅栏社造团队持续扎根在大栅栏街道，对社区自组织活动

进行追踪，并对自组织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关注并陪伴着自组织的发展，定

期对自组织骨干成员进行辅导和培力。 

项目实施过程中共追踪自组织的活动及对自组织进行辅导共计 190 次，其

中追踪自组织活动共 141 次，辅导自组织共 49 次。 

通过大栅栏社造团队不断的陪伴辅导，24 个小苗种子中的 23 个自组织均

已顺利完成本期项目，包括 16 个种子顺利完成了第二届公益微创投项目的实

施，以及 7 个（除了北京四九剧社）小苗顺利完成了第一届组织培育项目的实

施。 

6.5.3 项目结项阶段 

大栅栏第二届微公益创投在项目的实施周期为半年，即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实施阶段结束后，采取了“四维”评估方式对社区自组织

的项目进行结题。先后进行了社区自组织的自评、项目结题汇报展示评审会、

组织间互评、培育方评估等结题评审环节，目的是让组织内部对半年的项目实

施工作有个思考和沉淀的机会，专家对于自组织的项目及团队管理提出建设性

的意见，组织之间也可以通过汇报展示环节彼此增加了解，取长补短，达到以

评促建的效果。



6.6 2016 大栅栏街道第一届公益微创投项目 

6.6.1 大栅栏街道第一届公益微创投成果展示 

在西城区政府、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大栅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

2014 年初进入大栅栏街道开展社区建设，至今已走过两年的历程。2015 年 7

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梧桐社区大学合作，在大栅栏街道开展“公益微创投”

项目，旨在通过社会组织活化社区，发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促进社区组织的

发育、改善居民生活、复兴传统文化。该项目开展半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目前大栅栏公益微创投项目所支持的 20 个公益微创投项目已经全部结项，

2016 年 1 月 15 日，这 20 个项目将携成果，参展、参演最后的成果展示与汇报

演出，敬请您的参加！ 

大栅栏公益微创投项目列表 

石头社区 

弘扬传统文化  美化胡同院门 

美化环境 扮靓我家 

亲情回归 ，快乐全家福拍摄活动 

社区居民故事，绘制社区文化地图 

延寿社区 
“老玩意”的平生与弘扬+街角戏剧 

单弦队 

铁树社区 
女子消防队 

残障人士服务队/彩虹桥 

三井社区 
成长加油站——文化传承小使者 

爱心畅行便民服务岗 

煤东社区 萌动小虎助力社区养老（福寿百年互助社） 

大安社区 
民生驿站 

琉璃厂东街文化导览队 

百顺社区 

京剧寻根，乐在百顺 

四合院整治计划 

社区广场舞，舞动京剧韵味 

前门西河沿西社区 

社区总动员，共建口袋公园 

养犬自律协会 

统战艺术团 

大栅栏西街社区 家庭公益博物館 

 

期待您的莅临与指导！ 

时间 

2016 年 1月 15 日（全天成果展示） 当天下午 14:00-16:30（汇报演出） 

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延寿街 49号二层（大栅栏街道文体活动中心）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梧桐社区大学 

大栅栏公益微创投项目组 

2016 年 1 月 



6.6.2 社区营造项目：公益微创投之口袋公园改造的想象及探索之路 

前门西河沿社区位于大栅栏街道北部，这里拥有大栅栏地区唯一的一座口

袋公园。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样一块可休憩、娱乐的空间，对居民来说

就是一大生活享受。然而，口袋公园的现状却让当地居民唏嘘不已，地面全是

硬化铺装，植被单一，夏天无树荫，且常有附近的家犬到此留下粪便。在平日

里，周边生活的居民也希望能到这里坐下来，和左邻右舍下下棋，晒晒太阳，

闲聊几句。可是，环境的脏乱差使得这个美好的念想一直未能实现。 

社区居委会了解到居民强烈的需求，希望带动居民参与，举社区之力，将

这个利用率极低的空地建设成美观大方的社区公园，借机增加居民对社区环境

改善的行动力。 

社区泵站管理用房坐落在口袋公园东侧，墙面灰扑扑的，常渗水，周边杂

乱地堆放着砖块和沙土。泵房不能拆除，对居民的活动也没有利用价值，因

此，居委会无法将其纳入口袋公园改造的工作计划。于是，居委会通过公益微

创投的项目申请，筹集资金来解决泵房的美化问题，希望把它作为改造口袋公

园的“启动剂”。他们计划把光秃秃的屋顶布置成绿色花园，墙面加以彩绘，

点亮原本的灰暗空间，使其成为活泼绚丽的积极空间。 

6.6.3 社区营造项目：公益微创投之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老街坊乐园举办《石头社区故事汇》发布会 

石头社区地处大栅栏中南部，天安门西南，悠久的文化历史塑造了老北京

特色的家国情怀故事。为打造助老服务特色品牌，全面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和

提升社区文化事业，石头社区于 2015 年特此开展了社区故事汇项目，第一期挖

掘了十位老人人生经历，汇集成“故事汇”。 

为展现故事汇成果，为下一期故事汇的开展做好准备，4 月 7 日上午，石

头社区在老街坊乐园举办了“石头社区故事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发布会”活

动。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大栅栏街道工委书记王志忠、石头社区书记李晓

惠、主任周玉梅，此外还有社区居民代表、志愿者、社会组织代表等共 50 余人

来到活动现场，共同参与了此次社区故事汇发布会活动。 



6.6.4 跨界中心会议 

6.6.4.1 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2016年 4 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3:30-5:00 

会议地点：大栅栏杨梅竹斜街 72号 

参加人员：NGO工作团队：李洁、王海宇、刘柯琪 

          大栅栏跨界中心工作人员：贾蓉、姜岑、张雅朦、 

记录人：刘柯琪 

 

6.6.4.2 会议内容 

（一）梧桐学苑公益发展中心介绍——李洁老师和王海宇介绍 

1. 梧桐学苑公益发展中心由李洁负责主要的项目活动，由沈原和罗家德

二位老师负责学术指导； 

2. 梧桐学苑公益发展中心的成员由全职工作人员和兼职工作人员构成，

工作重心在大栅栏街道，所开展的活动覆盖了整个街道 9个社区，所

有的人群； 

3. 梧桐学苑公益发展中心主要承接来自西城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项

目，从政府处获得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4. 在去年开展了公益微创投大赛，培育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将继续开展新一期公益微创投大赛，希望在

今年的活动中与大栅栏跨界中心紧密合作。 

 

（二）今年计划在大栅栏开展的项目——李洁老师介绍 

1. 大栅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并推广、进校园活动； 

2. 百顺社区院落（门洞）改造； 

3. 百顺社区院长议事会； 

4. 摄影协会，在百顺社区和三井社区发动，今年五月五日正式开班； 

5. 社区导览员培训，在三井和大安社区开展； 



（希望在一些活动方面寻求和大投之间的合作，例如摄影协会后期的成果展览

等，寻求一些场地和资金的支持。） 

 

（三）跨界中心活动介绍——姜岑 

1. 准备建设手工艺之家，在杨梅竹斜街 90号，打造非遗文化的实体空

间； 

2. 强调清华大学、梧桐学苑、大投、街道多方合作，进行开放的社区营

造，统筹公共空间，避免相同活动的重复，浪费资源。 

 

6.6.4.3 会议达成的共识 

1、摄影协会下半年举办展览活动时双方合作，大栅栏跨界中心提供合适的展览

场地，梧桐学苑组织居民的参展作品； 

2、非遗调研及工作坊活动由双方合作进行，工作坊的具体形式待详细规划后再

协商推进； 

3、双方共同推动大栅栏地区的各种建设力量形成合力，在组织层面成立大栅栏

跨界协商共治平台，定期举行联席会议。 



6.6.5 社区营造项目：公益微创投之摄影课培训 

 
  

第一次 介绍了培训的老师、培训的目的、参与的人群老

师再次在班上强调了班里的规则和纪律，并向班

长提出课下组织学员活动的要求。 

第二次培训 主要培训内容是摄影时的构图设计和光线应用，

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并展示部分有代表性

的照片，学员们也非常认真的做笔记。 

可以看到居民逐渐的被组织的起来，其中涌现了

几位参与和组织活动都比较积极的居民，我想这

就是居民自组织的一个过程。 

 主要内容是手机修图软件 snapseed 的使用教

学。在这次课程前，蔺老师一直在为学员们的手

机安装软件，同时由于我们活动的影响力逐渐增

强，今天的课程新加入了三位学员。课程中，蔺

老师主要通过和学员们互动的方式教授该软件的

使用方法，并且在课堂上留了一定的时间给学员

练习。 

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涌

现了一些社区居民的领袖，如培训班所选出来的

班长等，并且居民自己组织了课下的外拍活动，

居民已经自发地组织了起来。 

目前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组织已经逐渐的发展成熟

了，接下来希望要对其继续进行跟踪，并且对参

与人员进行访谈，勾画出居民组织发展完整的历

程。 



6.6.6 社区营造项目：公益微创投之 49 号剧社《石头记》精彩上演 

2016 年 7 月 18 日晚 7 点，石头社区老街坊乐园小剧场之《石头记》如期

上演。本次公演是老街坊乐园首次尝试小剧场，演出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此剧的内容跟演出所在的剧场石头胡同有很渊源。剧情中有京剧教育家王

瑶卿先生、京剧名家余三胜、鸿记一品香澡堂等耳熟能详的历史，把这些之前

生活在石头社区的老一辈人的故事，用戏剧表现，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

史，更是对大师的致敬。 

演出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石头社区的居民的好评 

6.6.7 签订大栅栏组织培育及第二届微创投项目方案 

清华信义社造中心与街道在 2015 年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与街道 2016

年的合作，延续社区营造理念传播、自组织培育和公益微创投等项目。 

中心与街道于 2016 年 5 月开始，多次沟通新一年合作方案，总体思路依然

延续社造理念，逐步实施五个实务操作流程，在顺利结束第一年公益微创投项

目后，于今年启动第二届公益微创投项目。 

6.6.8 提升培育社区自组织基础条件，建成大栅栏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 

中心与大栅栏街道于组织孵化和培育工作达成共识，在街道内孵化和培育

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自组织，经过长期、连续的培育、辅导等方式，逐渐提高

自组织的组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最终实现自造血、自

运转、自治理的目标。 



6.6.9 密切追踪自组织项目活动，优化自组织小苗新年度项目方案 

在 2015 年第一届公益微创投项目结束后，中心一直在追踪 20 个种子的项

目活动，考察是否具有组织稳定性和项目持续性。经过追踪和跟访，最终选出

8 个种子进入到组织培育阶段。 

6.6.9.1 暑期持续追踪小苗活动，观察自组织过程，辅导项目活动的开

展及实施 

中心在暑期约有 11人的小团队继续追踪 8个种子的项目活动，共追踪项目

活动 42 次，并均撰写了相关日志及活动记录。每个项目都有专门的追踪队员进

行跟踪，目的是持续考察组织形态的稳定性，以及持续关注自组织的发展变

化。 

6.6.9.2 组织培育立项辅导，实现社区自组织自主申报公益项目 

2016 年 10月组织培育项目启动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追踪及辅导 8个

小苗 51 次，共收到小苗申报的项目申请书及项目预算表 8份，辅导小苗了解今

年的项目内容及项目目标，自组织自行设定项目实施计划及资金预算，并对项

目进行优化、对立项评审会的汇报展示进行排演。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培养自

组织建设，提升组织内认同，形成组织内部信任机制，逐步制定组织规则等非

正式组织内部规范。 



6.6.10 继续宣传社区营造理念，开展实施第二届公益微创投项目 

在 2015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公益微创投的基础上，2016年继续举办第二届

公益微创投项目，并继续挖掘社区能人、社区自组织种子，为此中心制作了

“社区能人集结令”，扩大宣传力度，并不断普及社造理念。 

在项目正式启动后，两个月多的时间，中心团队共拜访了 9个社区居委会

一把手 31次，挖掘出 9个社区的 34 个社区自组织种子。中心 11人的社造团

队，每位成员负责跟踪所分配的能人及种子，并持续跟进能人情况，给予陪伴

式辅导，提升项目运作及管理能力。 

大栅栏街道第二届公益微创投项目共分为九个步骤开展实施，分别经历了

与社区书记主任的沟通、社区宣讲会、与社区能人沟通公益微创投项目、开展

活动追踪及跟访、鼓励社区自组织内部进行讨论并确定实施计划、对社区自组

织的项目书撰写进行辅导、对项目资金预算进行辅导、项目优化以及立项评审

会汇报展示排演辅导，最终形成明年的公益微创投项目方案。 

6.6.10.1 举办公益微创投宣讲会，社区营造理念入民心 

6.6.10.2 与社区能人进行沟通及辅导，形成自组织项目申请方案 

6.6.10.3 举办立项评审说明会，优化项目书并进行立项评审汇报展示

排演辅导，提升社区能人、社区自组织梳理和汇报的能力 

6.6.10.4 邀请街道领导及社区两委参与立项评审会，逐步形成多方协

力共同进行社区营造的协商机制 

6.6.10.5 举办立项评审会，招募社区居民大众评审，搭建社区能人及

社区自组织的展示平台，形成大栅栏地区社区能人及自组织的关系网 

6.6.11 扩大社区营造宣传力度，定期发布公众推送信息稿 

在中心团队进行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定期会在“社区营造研究”的公众号

上发布工作动态及宣传信息，从而扩大对社区营造探索实验的宣传力度，并希

望可以让更多伙伴借鉴工作经验，更好地普及社区营造理念。截止目前已经推



送 24 篇宣传信息，涉及到社区宣讲会、立项评审会以及人员招募等各方面的活

动信息内容。 

6.6.12 大栅栏实验点形成稳定的社造实施团队 

中心在大栅栏街道社造实验点一直有一支工作团队，形成铁打的营盘，除

两位指导教授沈老师及罗老师外，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一名、助理四名、活动

追踪六名，各自具有不同的分工及工作内容。团队负责人主要负责规划和总体

实施进度把控；助理人员主要负责种子的挖掘和辅导工作；活动追踪人员主要

负责小苗的每次活动追踪工作。 

所有团队成员均留下每日工作日志作为团队内部定性资料库，每个月将这

些日志按照种子和小苗进行分类，单独建立种子及小苗的档案库，便于未来追

踪辅导培育以及观察自组织过程。2016 年 7月至 12 月，累计日志数量共 542

篇，分别为：7月份共 14篇、8月份共 31篇、9月份共 16篇、10 月份共 73

篇、11 月份共 183篇、12月份共 225 篇。 

团队成员每两周进行一次大栅栏社造组的工作会，2016年下半年共召开了

8次团体工作会议。团队成员严格遵守会议要求，准时参会，汇报自己两周的

工作情况及个人感受，并轮流有专门的会议记录人员将大家在会上分享的内容

形成会议纪要，整理后与大家共享，作为重要的定性研究资料。 

 

团队内部的管理机制基本成熟，每日都有在基地值班的人员，也有追踪项

目的人员，同时还有负责宿舍管理、考勤管理、内部图书管理和资料管理的人

员。 

由于团队大部分成员来自高校志愿者，每位志愿者的实习期为三个月，因

此团队负责人会定期招募志愿者，进行工作分工和志愿者培训，打造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 

2016 年大栅栏社区营造工作持续开展，中心团队将继续挖掘社区能人，培

育自组织种子和小苗，并计划于 2017 年 3月继续与街道合作开展社造培训班及

2017年度的项目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