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主义困境下的在地社区发展 

以绿耕广东城乡合作项目为例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www.lvge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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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绿耕的前世今生 1 

广东城乡合作项目实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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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历史
】 

机构简介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广东省第一家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省级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绿耕的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机

构致力于成为集社会服务、行动研究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实践基地和社会创新平台，有效

地推动中国城乡社区发展、社区工作和城乡合作的事业。 

历史转变 

 早期（2001~2006）——云南农村社区文化教育项目推动社区认同及文化自觉 

 转变（2007~2011）——城乡合作 公平贸易 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 

 成型（2011至今） ——城乡合作指引下的社会经济与社区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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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项目
】 

从化
沙东 

          金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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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城乡合作项目实践
】 

发展主义下的 

农村发展困境 

社区经济与社区 

综合发展实践 
成效与困难 

●社会经济与市场

经济 

●绿耕的社会经济

想象与城乡行动 

●以社区为本的综

合与链接 

●传统生计 

●政府与市场联  

手发展 

●“贫穷落后”与

不可持续 

 

●成效：生计、文

化、环境、社区及

自我认同的良性恢

复 

●困难：资源支持

与社会发展目标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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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义下的农村发展困境
】 

传统生计与文明  发展困境 

政府市场
联手—
—一村一

品 

市场
信号 

政策
推动 

消费
需求 

社会
语境 

生活信念 

风险承担 

水土安全 

气候异常 

可持续生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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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社区经济发展
专门指“通过集
体行动来动员社
区资源，以达致
改善社区福祉和
提高社区自主性
的一种内生型发
展策略。”
（Diochon，2003：
48） 

      特  征 
1、立足本地，激活社
区资源 
2、合作互助，共生共
存 
3、强调对社区的贡献 
4、劳动者自主、有尊
严。 

        
合作组织建设+城乡合作 

 

 

经济赋权 

                                         政治赋权 

文化赋权 

性别赋权 

                            

可持续生计 

传统文化 生态环境 

社区经济的绿耕想象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  生计——社区经济 

生态种植小组发育 

 

建设城市 

支持网络 

开展城市 

社区活动 

发育生态 

种植小组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  生计——社区经济 

乡村旅舍小组发育 

保存老屋 

妇女增权 

村庄认同 

城乡交流 

减低排斥 

发育乡村 

旅舍小组 

开展体验游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  文化——社区认同 
1. 村中口述史整理 

2. 农耕文化的保存（展览馆、农耕体验、老品种） 

3. 祠堂功能的恢复与再造 

祠堂功能的再造 

祠堂功能的恢复 

全村社区动员 

祠堂修缮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环境保护——意识提升  

1.生态种植项目引导农户逐渐排脱对农药、化

肥的依赖，而转向用物理、自然的方法克服种
植困难，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育。 

2. 乡村生态体验游的发展，使得村民意识到青

山绿水是自身发展优势，从而更注重村庄的卫
生环境。更珍惜原生态的大自然并意识到需要
尊重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 

3. 青少年摄影工作坊拍摄“我的美丽家乡” 

4. 社工定期在村中放映环保影片组织村民讨论。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学习——社区教育 
1.图书室与青少年图书室管理小组 

 

2.暑期学习班（链接城市志愿者） 

 

3.培训的资源 

（在中山崖口学习合作社经营、在广州市小农墟上秀竹艺、在溪头村学
习体验游经营） 

 



     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综合实践 

• 形成社区服务学习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基地 
1. 接收、培训各高校的社工系实习生近40人 

2. 承接中山大学暑期公益学习项目 

3. 链接国际学校在村中开展社区服务学习 



     成      效 

• 乡村旅舍生计改善图（以八位妇女的收入为例）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加入旅舍后总收入

 原总收入



       成     效 

• 乡村旅舍收益分配图表 

小组纯收入

旅舍维修金

村中公益金



     成      效 

 共创生态文明与 

可持续生计和文化 

环境 
•祠堂、旧屋修缮 修桥两座 

•建立图书馆和展览馆各一 

•乡村旅舍厨房扩建 

•发动志愿者与村民一同清
理社区垃圾，提升意识 

生计 
•共收益416971.6元 

•惠及村民100多户 

•其中妇女小组月人均收入
达700元（原本当地月人均
收入为300元） 

自我与社区认同 
•妇女小组独当一面应对游
客与媒体并参与村中理事
会议事讨论 

•村民认识到老屋的价值 

•村民更加注重村庄的整洁 

 

文化 

•开展村民文化晚会16次 

•开展培训8次 

•开展社区活动20余次 

•开展弱势老人服务14次 



     成      效 

之前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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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难】 

政府资金支持转向与中断 

 

社会资源支援有限 

 

 

 

 

 

 

促进更多村民及村民组织的主体

性和参与，进一步凝聚社区共识 

 

项目与合作组织以社区为本的链

接 

资源支持 社会发展目标的发展 



Thanks 

    

 

hoovenone@163.com 

619285019 

张文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