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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建社区治理平台，实现多方有效沟通。

在后疫情时期，社区应与时俱进，推进社区管理创新改革，

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社区治理”等方式将社区公

共事务及工作进展在网站上予以展示，创新打造“云”管理模

式。如为了方便照顾和了解独居老人、精神病人等重点人群的生

活状况，在社区居民家中安装云视频等设备，社区工作人员可以

通过手机 APP 实现实时互动，第一时间回应社区重点人群各方

面、各层次的需求，通过语音设备了解重点人群的身体状况，进

行健康管理等，形成方便快捷、高效管理的社区服务模式。

二、加强社区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

在招聘录用社区工作人员时，应向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人员

倾斜，鼓励大学生下沉到基层办实事，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问

题。选用一批素质高、能力强，人民满意的优秀人才，让社区管

理走上一条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道路。对社区专职工作者定

期有针对性地进行岗位培训，重视对社区工作者的知识、技能的

再教育，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新技术专

业能力。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落实社区薪资制度，打

开社区工作者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通道，适当提高社区工作

人员的补贴，调动工作积极性。



三、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创新经费来源渠道。

充足的资金是社区提高公共服务的基本物质保障。想要提高

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设立后疫情时期

提升重点人群服务能力专项基金，细化拨款细则。

四、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模式。

加快基层卫生机构的信息化软硬件建设及人力资源培训，切

实提高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水平，全民健康信息

一体化平台， 建设涵盖基本医疗、 基本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

约、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服务的基层医

疗信息化体系。注重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防

控，建立各级各类卫生医疗机构健康信息统一平台，方便快捷地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获取居民健康重要信息。建立全国联网的居

民医疗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加强疾病防控知识普及和健康宣传教

育，提供远程健康咨询和相应诊疗指导服务，实现辖区内患者和

重点人群的精准有效管理，积极推行家庭医生签约、诊疗服务预

约、双向转诊、健康档案开放查询等信息化服务，为群众提供方

便可及、优质高效的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