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77观察ObservationObservation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21.04.07 星期三

本版编辑：王冰洁 Email：whzk619@163.com 热线：（010）56805250

加 快“ 三 社 联 动” 优 化 社 会 治 理
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
□ 李云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

益广泛，不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

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

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领域，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三社联动”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建

设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式，在社

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推进“三社联动”建设，实现社区、社会

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三者之间的沟通

合作，健全由社会协助、政府承担、社区

居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存在的困境

治理方式和服务体系单薄。目前，

城市社区治理主要运用网格化的管理模

式来监管网格内的社区治理，但更多是事

后的介入和责任划分，在社区问题预防方

面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近年来，街道社区

开始改进社区治理的方法，大力倡导“三

社联动”服务机制，以此来丰富社区治理

的主体和平台，以便更加有效地开展社

区治理工作，更好地服务社区。但是，

“三社联动”模式现在并没有在街道社区

真正开展起来，仅仅是在倡导，怎么联、

怎么动等具体实施的路径还不清晰。

治理专业性和针对性不强。社区

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不是社会学类专

业的科班生，没有相应的专业背景。尽

管近几年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考取社会

工作者等职业证书，以此保证社区治理

的专业性，但考取证书并不代表能够运

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和方法来开展

社区治理。此外，城市社区治理社会事

务非常复杂，社区大小事都需要社区工

作人员管理和协调，再加上社区工作人

员的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主要在应付

街道等部门交代的任务，很难从社区实

际出发，针对社区具体问题或者居民的

个别需求提供服务。

资源整合性和共享性不够。在社

区治理中，由于政府缺乏统筹安排，部

门之间又没有相互整合资源，不仅使社

区工作上的事务重叠、分散，还极大地

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浪费

了社会和政府的资源，导致社区工作推

进缓慢，社区治理效能、效率低下，给社

区治理工作加大了难度。

与社工机构的协同有待加强。社

区对机构的支持多偏向于硬件资源支

持，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工机构的了解不

够，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机构

和社会工作者的概念不清楚，对社会工

作机构的服务目的不明确，将社工机构

的服务视为社区外包服务，社工开展服

务的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形成相互了解

的信任合作关系。只有双方相互了解

彼此职责及充分地合作信任，才能发挥

“动”的作用。

加强“三社联动”的建议

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三社联动”

机制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

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以

及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政府应积极搭建“三

社联动”服务平台，为社会工作介入城

市社区治理提供发展空间。政府通过

签订项目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服务购

买，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社会工作

者开展社会服务，三者相互配合，形成

优势互补的积极局面，从而促使社区公

共利益最大化，使城市社区治理更加全

面和深入。

加大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社区工

作者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知

识相对匮乏，为满足现代城市居民多元

化、个性化的需求，社区工作者应该学

习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并与社会工作

者相互指导、相互配合、相互学习，优势

互补，共同开展治理工作，促进城市社

区治理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要积极

鼓励支持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

织、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等部门相关人

员参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水平考

试，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建

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保障机

制，切实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

遇水平；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表彰奖

励制度，激发广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

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

支持专业社工机构发展。促进专

业社工机构发展，要多措并举齐发力。

一是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在专业社工机

构标准化建设、信息披露平台建设、从

业人员培训、孵化基地建设以及社区公

益组织培育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二是

制定出台专门政策措施，以项目招标、

委托等多种方式，逐步建立政府向专业

社工机构购买服务机制，加快从“养人

办事”向购买服务转变，建立政府和机

构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三是完善促进

专业社工机构发展的激励和保障措施，

对成立初期的专业社工机构，要协调有

关部门或街道、社区给予必要支持，降

低其日常运行成本。

加快构建信息联动渠道。加快运

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技

术，及时了解居民群众服务需求。一是

加快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广泛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驻

区企事业单位等的信息资源；二是依托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立“三

社联动”信息媒介，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之间的信息共享；三是加

快互联网与“三社联动”的深度融合，引

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

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

网络化“三社联动”新模式。

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迫切需要

加快“三社联动”建设实践，既要充分

利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采用多种形

式，广泛宣传“三社联动”的意义和作

用，大力宣传“三社联动”优秀社区、优

秀社会组织和优秀社会工作者的典型

经验，进一步优化“三社联动”发展环

境，又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政策研究，

通过边实践、边研究、边完善的方式，

不断健全“三社联动”制度和方法，进

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治理管理

更加科学。

（本文系基金项目：重庆市渝北区

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度重点课题

《农村“三变”改革对策研究》。作者单

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废水处理难题如何解

□ 梁凤鸣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

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生态环境

也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地表水及

地下水遭到严重威胁。2019年，

三部委联合发文，要求近3年城镇

污水提质增效，以便遏制环境恶化

的趋势。

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环境治理

滞后，环保技术仍停留在传统工艺

及方法上，造成废水治理遇到很多

瓶颈和困难。一方面，废水成分越

来越复杂，污染因子突显高分子、

复合型大分子有机物，这部分有机

分子极易溶解于水，却很难被氧

化；另一方面，环保技术鱼目混珠，

造成处理工艺越搞越复杂，投资费

用与运行费用越来越高，给国家和

用户造成很大负担。

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必

须从环保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传

统的物理法、化学法已适应不了

环保要求，当前的生化法、膜技

术、多效蒸发器，优势相当突出，

缺点也不可回避。而近几年新兴

的以高频直流电化学为核心的

“超强氧化还原废水处理装置”

（CYH法），着眼于改变有机分子

的结构，使废水处理由繁向简转

变，且占地面积小、投资省、使用

寿命长，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传统环保技术的得失

针对废水处理，我国衍生的传

统环保技术大致分为生化法处理

工艺、生化+膜技术处理工艺、膜

技术及多效蒸发器处理工艺等。

在过去几十年环境整治的过程中，

这些技术凭借各自的优异特性，立

下了诸多“汗马功劳”，但也不可避

免地暴露了一些缺点。

生化法处理工艺。生化法在

处理废水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由

于其处理量大、运行成本低、便于

管理维护，因而得以广泛采用。

对于低分子、低色度、低味、低

毒的有机物，如生活污水，采用A/O

工艺一般可达到一级 A 排放标

准。但当COD高、氨氮高、磷高、

盐高，或工业废水进入后，原生化

系统很难维持，出现达标困难。这

是因为生化处理是靠微生物的酶

转化进行的，即微生物的合成功能

和分解功能。微生物自身“娇嫩”，

必须保证生存和繁殖条件，欲消化

污染因子，对废水的成分、pH值、

温度、泥龄、碳源、氮源都要严格把

控，否则硝化菌、反硝化菌、聚磷菌

的质量保证不了，生化处理就不能

正常进行，究其原因在于微生物的

酶转化能力是有限的。通俗一点

讲，微生物的作用就像剥洋葱一

样，对其表层或可溶性，分子量微

小的有点作用；遇到大分子、长链

分子，或色重、味重、有毒的有机

物，微生物非但消化不了，反而造

成死亡。因此生化法处理工艺是

有条件的，不是无所不能的。

生化+膜技术处理工艺。当

前国内不少水处理厂在好氧段加

入MBR生物膜，在进膜初期(3个

月~5 个月内)，出水达到 COD<

30mg/L、磷 <0.2mg/L、氨 氮 <

3mg/L，且很容易实现。但超过

5个月，排水水量减小，水质变坏，

主要原因在于MBR是过滤技术，

微孔只有0.02μm～0.04μm，只能

使水分子、溶性颗粒、一价重金属

离子通过。采取物理渗透作用后，

污泥、微生物团、高分子有机物会

逐渐累积在微孔入口处，使得渗透

力消失，过滤作用很快失去，表面

好氧、内部厌氧的局面难以维持，

特别是国产膜寿命一般维持在2

年~3年，投资费用很高，且一般一

年要维修两次以上，又增加维修费

用。也有人采用磁粉(即MBBR)

冲刷膜表面来防堵，结果造成膜片

寿命缩短，同时还增加了污泥量。

事实证明，MBR的应用动机

好，效果并不好，在水处理中采用

任何过滤技术都是行不通的。

膜技术及多效蒸发器处理工

艺。凡采用膜技术，如超滤、反渗

透、纳滤、MBR等，在处理高浓度废

水时，都会遇到同一问题，即40%的

废水通过了，仍有60%的废水在膜

前未通过，这部分水处理起来难度

更大，只好采用多效蒸发器进行固

液分离，虽可解决少量废水排放问

题，但后遗症严重。如投资费用高，

某家化工企业处理量10T/h，四效

蒸发器投资4000万元，运行费用

120元/吨水；分离后的水不允许高

空排放，只能冷凝下来，不少用户反

映氨氮仍然超标；若废水含有轻金

属，如钠、钙、镁同时存在，就会导致

蒸发器管道内轻金属沉淀，从而引

起晶体膨胀，使管道爆裂，被迫停机

维修。这说明采用多效蒸发器是无

奈之举，且多数用户是承担不起的。

新兴技术的诞生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和环保技

术的要求，由笔者所在的新乡市天

盛环保有限公司独立研制开发的

“超强氧化还原废水处理装置”

（CYH法），涵盖了高频电絮凝和

高频电芬顿两种工艺，核心是高频

直流电化学，该技术对污染因子的

分子结构，具有开环断链—氧化还

原—脱色脱臭脱毒—深度气浮—

深度絮凝五项功能，这有赖于极板

反应、催化反应、高频反应，在这三

项综合反应作用下，在直流电场中

产生了原生态的氢离子、氧离子、氢

氧根离子、羟基自由基[·OH]，同时

使得强大的离子流呈万级数增加，

废水治理因而取得了很好效果。

例如，某垃圾渗滤液处理

COD8756mg/L，采用高频电絮

凝+生化处理(A/O工艺)，处理结果

为：COD<20mg/L、重金属未检出、总

氮<0.03mg/L、粪大肠菌群<120个，

运行费用5元/吨水，污泥生成量6公

斤/吨水（干泥）；某焦化厂废水处理，

采用高频电絮凝+高频电芬顿+生

化 (A/O 工 艺)，处 理 结 果 为 ：

COD20000mg/L降为60mg/L、色

度500降为5(倍)、SS350mg/L降

为10mg/L，运行费用13元/吨水，

污泥生成量5公斤/吨水（干泥）。

上述实例证明，高频直流电化

学技术，在废水治理中显示了强大

的功能，对于重金属废水采用高频

电絮凝技术，一次即可达到标准。

对于各种有机废水采用一级、多

级，或电絮凝和电芬顿混合使用，

皆可稳定达标排放。

处理工艺及原理

当废水中COD较高时，在高

频直流电场中，对有机分子直接开

环断链，使大分子变为小分子、使

长链分子变为短链分子，同时被氧

化絮凝下来；当废水中有氨氮时，

在高频直流电场中，首先使氨氮分

解，有机氮被氧化成无机氮，生成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沉淀；当废水中

含磷时，在原生态氧和羟基自由基

[·OH]作用下，有机磷变为无机

磷，偏磷氧化成正磷沉淀下来；当

废水全盐较高时，采用多级高频电

絮凝，在强大裹挟作用下，全盐去

除率可达95%以上；当废水中含有

重金属时，由于强氧化作用在调整

pH值后，混合重金属离子可一并

去除，一次处理即可达到标准。

综上所述，在高频直流电场条

件下，废水中的有机态变为无机

态，不但使COD大大降低，而且使

废水的水解酸化能力大大提高，为

生化创造了最佳条件。

高频直流电化学技术的问世，

着眼于改变有机分子的结构，使废

水处理由复杂变为简单，由不可能

变为可能，由不可进生化变为顺利

进生化，由一级A排放标准提标改

造为地表水Ⅲ、Ⅳ类标准，在未来

环保治理中，将占据一席之地。

□ 朱正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

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新的工

业革命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我们既

要鼓励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也要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

风险挑战。”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

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年）》，明确提出未来3年

金融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金融科技是什么？可能对于很多

人来说，这一定义还十分陌生，但在现

实生活中，金融科技对人们的生活方式

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就好

比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出现，让

“马车上的运输”发展为“轮子上的运

输”，蒸汽火车有效缩短了人们出行的距

离，让更多普通人改变了出行方式；而金

融科技则是站在智能设备的肩膀上，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便

捷。那金融科技又是如何运转与作用

的呢？笔者将在下文进行分析说明。

金融科技的含义

不少人认为，“金融科技”与“科技

金融”名称相仿，所指代的是同一个事

物。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

明确区分，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科技金融属于产业金融的范畴，落

脚点在金融，与其并列的概念是三农金

融、消费金融，它们都是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典型代表。而金融科技落脚点

在科技，与其并列的概念是军事科技、

生物科技，意指利用科技为金融服务

赋能。

具体来说，金融科技是将金融和科

技这两类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或生产

力，在融合中形成一个整体，使其创新

动力明显活跃、运作效益明显扩大、运

行成本明显减小。这种作用能够为经

济人、经济主体、经济部门发展持续赋

能，从而产生新的价值。金融科技在实

际生活中显现为用现代科技驱动支持

金融创新变革，以新的金融产品、服务、

业态，为广大客户服务。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金融科技领

域起步较晚，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基本是

在近十年甚至近三五年才建立起来

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业相对来说

已经发展成熟，金融服务覆盖率高，金

融科技的作用在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便捷的金融服务，提高已有业务的效

率。而我国金融服务覆盖率低，传统

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占比相对

较小。小微企业贷款尚存在大量未开

发市场，金融科技的作用在于覆盖更多

的长尾用户，实现普惠金融，发展潜力

巨大。

基于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鼓励金融科技的发展。如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

金融科技创造有利条件。

如今，在我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

正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

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

领域，以期为传统金融的基础框架和生

态体系带来全面而深刻地变革。

科技如何为金融赋能

金融科技行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识

别、区块链等技术，用于银行、保险、证

券、基金、消费金融、金融监管等领域，

从而形成了多种生态。金融科技重塑

了传统金融业，产生系列新兴金融生

态，包括：零售银行、网络借贷与融资、

云计算平台、数字货币、资产管理、互联

网保险、监管科技等。

细化来说，对于银行，金融科技推动

了银行改革创新，拓展业务，提升质量，

降低成本；对于企业，金融科技是企业生

存、发展、开拓提升、改革创新的动力、依

据和基础。企业急切需要科技赋能，用

好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大创新力度，使金

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可以说，在金融科技行业中，科技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科技是金融

的驱动力、工具、手段、使用和交换价值

的供应者，科技型企业为众多行业赋予

各种不同功能。那么，科技又是依托什

么为金融赋能的呢？

基于人工智能的金融服务。人工

智能是有关“智能主体的研究与设计”

的学问，而智能主体是指一个可以观察

周遭环境并做出行动以达至目标的系

统。把人工智能全维度地应用到消费

金融及相关领域，从金融、商业、社交、

设备等数据中大量提取有用信息，对信

息加工判断后反馈给消费金融机构决

策，并实时反馈给用户选择，从而降低

双方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驱

动消费金融产业的智能化发展。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大数据

技术是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

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

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

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开辟了金融

服务新范式，在客户认证、精准营销、融

资授信决策、风险防范、辅助量化交易

等领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金融服务。物

联网是把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

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

能化识别和管理。对于实体企业来说，

物联网的深度应用将彻底打破传统金

融的主观信用体系、助力风控、解决信

息孤岛及逆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通

过物与物、人与物的信息、资金、实物交

互，实时掌握企业销售情况、运营情况，

动态调整信用评级结构。帮助金融机

构及时发现、提前预警，大幅降低金融

机构的信用风险和运作成本，实现服务

效率最大化。

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服务。区块链

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的“公共账本”，由

参与者共同负责核查、记录和维护，具

有点对点直接交换价值、交易透明不可

篡改、安全可靠等特点。区块链技术有

助于降低交易和信任风险，降低金融机

构的运作成本，已经在数字货币、跨境

支付、证券清算、贸易融资等领域探索

应用，有可能构建一种全新的金融基础

设施，彻底改变现有金融生态。

基于云计算的金融服务。云计算

是推动信息技术能力实现按需供给、促

进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的全新

业态，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

趋势，有利于分享信息知识和创新资源，

极大地降低金融业创新和进入门槛。

未来走势及开拓空间

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金融科技的

应用正逐步落地，2020年疫情的暴发

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数据赋能强化、

经济区域化加快、数字经济接受度攀

升，金融科技发展显现出新动向。

在科技驱动和支持下，金融服务的

受众数量、层次和效果极大提高。过去

金融只能专注服务20%的人群，在以

科技和数据为支撑的新金融下，将服务

80%的大众，让普通人和小微企业也能

享受到金融科技带来的便捷。

“在疫情暴发前，推动普惠金融服

务就已经是全球各国的头等大事。

而疫情暴发以来，这项任务正变得更

紧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认为，疫情对无法获得金

融服务的群体造成了沉重打击，包括低

收入家庭、小微企业和妇女。在此背

景下，金融科技将起到重要作用，帮

助大众抓住机遇，避免陷入贫困。因

而，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在全球范围内

加快推进金融科技发展。“随着金融科

技不断发挥实效，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

风险，更快地创造发展机会。科技的发

展将开启共享繁荣的新时代。”

对于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金

融仍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国际政策、法

规、标准和公司管理制度，以支撑行业

健康蓬勃地发展。“现在是最好的契

机，各国应积极推动全球合作，充分利

用数字金融的力量，更好地向前发

展。”格奥尔基耶娃表示。

（作者系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世界经济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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