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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的来袭让全球均呈现出“疫情–共疾–共病”的现象，云南输入性疫情压力是边境社区治理研

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疫情时代”下边境社区防控存在诸多问题，社区治理常受境外疫病传播的“威

胁”，边境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弱态化、缺乏针对性应急预警机制等相关治理问题。为此，

结合整体治理理论、多方力量协同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健全法治化体系、培育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民

族思维，是推进边境社区治理模式革新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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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caused the phenomenon of “co-epidemic, co-disease and co-diseas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essure of imported epidemic in Yunnan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re-
search of border community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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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of border communities under the “co-epidemic era”.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often 
“threatened” by the spread of overseas epidemics,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related governance 
problems, such as weak coordination of multi-subject communities and lack of targeted emergen-
cy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Therefore, combining with the overall 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governance idea of multi-for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perfecting the rule of 
law system and cultivating the national think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are the 
new idea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mode of border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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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时代”下云南边境社区治理现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到要“外防输入、内房反弹、严防输出，打好第五轮禁毒

和防艾人民战争”[1]。云南毗邻“金三角”地区，老挝、越南、缅甸边境地区的不法分子乘机将毒品投

入消费市场，导致云南地区成了贩毒、吸毒和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新冠疫情的爆发又给云南地区

输入性疫情带来巨大压力。2021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老支书们回信时写道：

“坚决扛实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构建牢不可破的边境疫情防控体系，持

续完善边疆治理体系。”[2]这也是对守好边疆、加强疫情防控等强边固守的工作指引。目前，我国疫情

整体呈现向好形式，但外防输入性疫情持续增大，老挝、越南、缅甸三国对我国疫情输入性风险较大，

在此形式下，边境社区治理对抗击疫情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深入分析疫情时代下边境社区治理体系面

临的风险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意见，是解决好云南边境地区在防疫和发展中的紧迫任务。 

2. “疫情时代”下云南边境社区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 

作为我国边境省区的云南地区是多种传染性疾病传播、流行的重灾区，而云南地区缺少地理屏障导

致境外输入多种疫病存在较高风险。云南与老越缅三国接壤边境长达 4062 公里，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

瑞丽的发布会上提到“近期境外回流人员阳性检出率持续在 20%以上”，可见境外输入疫情的严重性，

究其问题进行探究后发现是境外流动人口来回奔走的原因，被采访者提到“云南和缅甸的边境都是深山，

没有铁丝网、跨栏或者墙作为边界线，长达几百公里深山很难守护边境的安全”。针对边境防疫安全问

题，云南边境开始出现长达 500 公里的“铁丝网边境围栏”，甚至临沧市政府合作打造“预警围栏”，

只要触碰围栏就会报警的方式加大对境外流动人口违法行为的打击，同时派遣基层公务员时常到边境戍

守，工作人员谈到“同单位有一个 50 多岁的同事依然要穿着军大衣巡逻守边，所以对边境管理问题把基

层公务人员都投入其中了，但境外流动人口仍然很多”。境外流动人口携带的疫病风险依然影响着云南

边境的防控和发展，而其他疫病与新冠肺炎合并感染会进一步增加治疗工作的负担，让云南边境地区陷

入困境之中。 

2.1. 社区治理受境外疫病传播的“威胁” 

社区作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的交汇点，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广大民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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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境外流动人口可能携带的疫病给社区带来被传播的“威胁”，云南边境社区管理人员谈到：“目前社

区工作人员人手少，其中缅甸和中国人民长相相似，带上口罩不说话、不查身份证就无法辨认，为排查

工作带来较大难度。”疫情防控关键工作对疑似或确诊患者精准识别、隔离与治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遏制事态的升级，而从源头上精准识别这类人群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细致排查可以有效开展疫情防控的

具体工作。因而也为社区社工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可疑人员详细盘查其身份、加大力度进行卫生消毒、

进出入核查增加巨大工作量，同时存在社区居民不服当地政府疫情防控管制的风险，均为社区治理陷入

不定时的危险之中。随着常态化防疫时期的到来，社区居民思想意识松懈，不听从规定佩戴口罩，参与

聚集性活动等都为社区工作人员加大工作量和难度，境外流动人员对边境地区社会治安、边境民族社区

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2.2. 边境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弱态化 

目前从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来看，社区居委会依然是主要参与者，对社区物业部门、业主委员会、

社工协会和志愿者的引导明显不够，疫情防控的部署工作未能多方组织协调共同推进，以至于防控工作

均依赖于基层管理单位，甚至疫情防控的特别时期，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日夜巡逻检查，测量体温、登记

上报等工作高达二十多项，给工作人员带来巨大的工作负担。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来看，有些

基层政府的“全能主义”的认知理念，把基层社会组织当做政府的“附属物”，随意抹杀其自治和自主

性，导致基层多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产生事实上的治理混乱问题。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一方面群体接受信息并及时作出配合反馈出现应急短板，各类防护知识

和官方报道对于老年群体接受信息和及时应对疫情的防护行为缺少动力，为社区防控治理工作带来隐患。

另一方面居民在面对网络中大量信息时难辨真假，社区有限工作人员不能及时将真实社会具体情况告知

居民，造成民众不必要的恐慌，社区不能根据自身情况迅速整合资源，使社区的不同主体能够凝聚共识

展开自救，造成疫情不能及时遏制的危险中，因此未来社区应吸取经验，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应对突

发事件的最佳处理时机。 

2.3. 社区治理缺乏针对性应急预警机 

新冠疫情的爆发初期，社区对于医疗防护物品缺少购买渠道和财力，导致大部分工作人员赤膊上阵

扛起防疫的重担，严重阻碍了疫情防控的进行。经调查，云南大部分社区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力微小，

缺少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人员、缺乏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意识、对所管辖的住户信息掌握

不完全等社区治理方面的漏洞给了非法流动人口入境的可乘之机。 
社区治理不具备完善的信息化数据处理系统，因新冠疫情的爆发反射出社区基层信息采集以及上传

下达的渠道不够通畅，彻底暴露了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弊端。然而社区体统大多都依赖于当地的公安系统，

缺乏重大疫情防控的搜集、预测、落实等精细化工作需要及时上报的数据处理体统，依旧采用手工填写

记录，纸质文件存储的低效率方式。社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的疫情情形的准备不足，体现出社区缺乏针

对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治理思维，客观上也说明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缺乏风险储备机制和可操作的应急

预警机制。 

3. “疫情时代”下对边境社区治理的建议 

3.1. 互联网支撑下建设机理与模式创新 

2021 年 7 月 22 日云南省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长在瑞丽开展

防控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社区管控，推进智慧化社区管理，做到底数清、家底明，精准施策、精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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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千方百计落实最严格的居家管理措施，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做到全覆盖、无盲区。”为此，加快

推进网格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创新是社区应对非常态化风险的战略主动战，推进社区治理过程、策略、

手段的智能化、数字化，把握关键环节，借用互联网打造网格化治理样本。一方面社区通过获取数据强

化信息共享，充分利用数字网络将居民信息和社区服务高效对接，多方面让社区应急具有自我感知、预

防和应对的特性；另一方面汇合数据管理，强化数据的反馈功能，为工作人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提供技

术保障，共同促进社区的良性治理与发展。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成果，为疫情防控、社区治理的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提升了社

区治理的科学性[3]。人工智能结合区块链搭建数字网络平台，加强数据传送的安全性，区块链网络中的

自我验证功能杜绝了数据的篡改各伪造，数据每一次的传递均有详细的路径记载，同时数据应用划分详

细的法律责任划分，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边境社区治理中获得真实完整的数字信息，大幅度提升社区治理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应对疫情时代下社区治理的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增强疫病防控的有效性，同

时也是提升居民幸福感、边境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 

3.2. 聚焦多方力量健全多元协同机制 

边境社区治理的难题问题涉及不同领域，多方面复杂问题交织形成，因此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协同解

决。面对疫情疾病社区防控治理的关键在于调动各类资源，迅速的实施对接上级政策、部署实地战略，

社区为战斗的基本单元，组织引导党员、志愿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下沉到基层社区，

丰富社区疫情防控的基础力量。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由壮、傣、苗、瑶、景颇等 16 个少数民族守边固土，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只会使用本民族语言，加大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制约了防控工作对的顺利进

行，因此社会组织在突破困境推进边境社区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好边

境民族地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龙头引领作用，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建立健全信

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组织的评估体系，充分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 
其次强化社区治理的制度意识[4]，社区需理顺各类管理主体的关系，完善管干分离、放权到位、职

能明确、责权到位的社区管理制度，坚持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政府负责社区的整体规划、

政策法规、资金规划等方面的工作，操作层面的工作下发至社区的其他主体完成。对社会组织给予多方

式鼓励形式，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边境民族社区的自治能力，不仅降低社区治理成本，

而且有益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族、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促使群众参与

到社区治理工作当中，可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良好自治局面，合理解决边境社区人

手不足等工作量大的问题。在社区内建立一个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社区管理体制，协同多方力量

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3.3.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法治体系重构 

边境形势愈加严重，依法防控显得更为重要。在法治轨道上及相关政策制度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

作，建设疫情时代的云南边境社区法治治理体系，筑牢边境社区安全稳定的坚固屏障。针对边境社区法

治体系不健全、法治内容不完整的问题应从“问题回应型”的法治治理路径进行重构，边境的多民族社

区治理环境、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特殊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治理形式回应居民的生活所

需、宗教意识形态和治理主体等方面的问题，社区也可以及时获取到居民主体的真实想法，将社区治理

的特殊性融入进法治建设当中。同时也要引导乡贤等民间力量，用道德教化、强化道德约束方面起作用，

减少法律治理的约束成本，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乡约民规等民间治理法规，加快形成“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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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疫情时代下云南边境防控工作的各类社会组织在配合社区防控治理时存在诸多不协调的问题，

国外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护，使社会组织有方向、有目标、大胆有序的运行。

目前应抓紧制定与实际相结合变通、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规定，根据地方经济、社区情况，制定可操作的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形成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自治法规体系，引导社会组织

积极配合社区的相关治理，构建多民族社区良好秩序运行的新格局。 

3.4. 培育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民族思维 

云南边境地区社区治理要注重文化建设，多民族社区培育民族文化认同感，强化公民意识。公民意

识是边境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让公民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是边境社区发展和培育的基础条件，通过

对公民意识的宣传和阐释，让各类社会组织将核心文化凝聚到工作的开展之中，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可以顺利的开展社区治理的相关工作，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在强化公

民意识的基础上，文化建设和法治精神相结合塑造边境精神的可持续发展。 
云南地区是由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地区，民族社区治理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文化，保护和开发

民族文化，维护社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社区治理中体现民族文化价值是首要的目标和任务。社会治

理理念、思维方式、采用方法要注重适应社区民族文化环境，参与治理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人员必须

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经调查后发现，不少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都有相应的

禁忌规定，社区治理可以先从少数民族内心的“敬畏”“自律”的禁忌规定培养，制度意识与少数民族

的“敬畏”意识一样，是一种基于内心、刻于行为的遵守，制定制度实施过程的相关主体对制度本身的

敬畏和遵守的得以内化于内心的一套稳定的信念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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