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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文化-5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张礼建，李佳家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与对和谐社会的深入理解，社区对人的管理、人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功能越来越凸显 

出来。那么，作为社区建设最重要一环的社区文化应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呢?本文在分别阐述社区文化 

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旨在为和谐社会框架下发展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提供-_．些建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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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unity Cultures’Construction and HarmoniOIlS Society 

ZHANG H-jian，Li Jia-jia 

(College ofTrade andPublic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speeding up of the socialized advancemem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al'inonioLls society．the func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person’s management，person’s comprehensive quMi~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em8 more and more important．So，as 

the mo6t important par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 unity culture how to adapt this change to imp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big proble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wo relations with emphasis after elaborating comm 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harmo- 

nious society separately，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me theory bases for the comm unity cultures’construction un der the harmonious so- 

ei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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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社区居住者的精神需 

求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态势。那么在建设和谐社会 

中社区文化又发挥 怎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将以怎样 
一 种态度和行动来对待社区文化建设 ，以使其满足社 

区人们的不同生活需求，引导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位 

呢?这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 
一

、社 区文化内涵及性质 

社区文化是“以社区为依托 ，以社会为双向交流 

对象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宗 旨，发挥文化工作教育、知识、娱乐、美育的功 

能 ，提高全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推动两个文明建 

设的、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指导的一种群众 

性文化活动”。社区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社会主流 

文化的基础，社 区建设模式、社 区建设 目的的客观需 

要。它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一种观念体系，应该受到 

社会和社区关注 ，从而完善其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 

社区文化建设在性质上具有社会性 ，参与和最终 

服务的对象都是社 区自然人居民和法人居民；在形式 

上 ，它具有开放性 ，是参与范围最广和最基础的文化 ； 

在组织上 ，社 区文化建设具有网络性 ，是指建设群众 

文化系统、群众文化机构、群众 文化组织构成 的群众 

文化网络 ；在服务途径上 ，社区文化 的建设 具有 多元 

性，以求满足社区居住者各方面的精神需求。由于社 

区文化的诸多特性决定社区文化建设本身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社会协 

调发展过程中起到基础作用。 

在理论上，从十六大报告 的论述中可 以清楚地看 

到，“社会更加和谐”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 ， 

是一个重大突破。从 2002年党 的十六大提 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和谐社会 ，是一个对 于经 

济社会发展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体现出越来越明显 

的以人为本 和 全 面 的发展 倾 向。在 战 略意 义 上 ．“和 

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 

展的 目标 ，体现了国家 的“软实力”。在实践上来讲 ，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严峻挑战 ，解决现实 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 

突具 有重要意义 。 

二、和谐 社会 的构 建需要 以社 区文化 建设为 基础 

在 构建 社 会主 义 和谐 社 会 中，文 化 建设 是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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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 区文化 就更加 具有基 础性 、先导性意 义。通过社 

区文化建设 ，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 

的基础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道德基 

础、良好的文化条件。 

和谐 社会 是 一个 多元 的社 会 ：民主法 治 、公 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 自然和谐相 

处。和谐社会是合作和宽容的社会，需要容忍各种不 

同利益关系 的存在，社 区文化 的建设就应该倡导宽 

容、谦让、奉献 的社 区公共道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 

合作的社区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 ；和谐社会 

是 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 

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建设符合和谐社会要求 的社 

区文化，就必须协调好各种社区关系，需要人人友爱、 

家庭融洽、邻里团结 ，同样 ，社区管理者与社区居住者 

也应相互协调 ；和谐社会是公平的社会。社会公平是 

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 

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 

的分配 ，在社区文化建设这一层面上来说 ，就意味着 

社区建设 和管理过程中权利的平等、利益分配的合 

理 、机会 的均等 。这样 的社 区文化 才是社 会 主义 对社 

会公平本质要求 ，是衡量社 区全面进步 的尺度 ，也是 

建设 和谐 社会 中的社 区文化 的深 厚基础 ；最后 也是 目 

前最重要的，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社会和谐 

的深层基础在于全社会之间拥有一种普遍的认同，人 

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纽带。这点对于社区文 

化建设也是至关重要 的：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帮 

助与合作，就没有社区的团结 ，更加无法形成普遍 的 

社 区认 同感 ，也就更不 用提社 区文化 的和谐建设 和发 

展 ，乃至 和谐 社 会 了。不论 从 理论 还 是 实践来 看 ：建 

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改 

革的问题 ，但是建设和谐的社区文化则更主要是关于 

社会 改革的问题 。 

从总体上看 ，和谐社会中的社区文化应该具有 以 

下优势 ：(1)社区文化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和谐，人们热 

爱社会才会有更大的热情建设社会 ，而反过来说 ，社 

会 的基础设施 和环境 有 了很大改善 以后 ，人也就会 更 

加热爱。和谐社区文化能促进人和人的和谐 ，特别重 

要的是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而和谐社会正应该是 
一 个各方面利益都能够得到充分照顾，相对公平、公 

正的社会 ，是实施 民主政治的社会。(2)居 民以及社 

区内各种组织共建的积极性高 ，对社区文化建设能够 

广泛参与，愿意为所在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创造 良 

好的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愿意与居 民共 

驻共建 ，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资源共享、相得益彰 ，共 

同繁荣兴旺。参与是建设好社区文化的生命线，标志 

着居民及社区组织既可以享受社区文化带来的利益， 

又能够承担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也即：社区居 民的 

参与度是衡量社 区文化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 志。 

(3)社区文化 中的的服务功能完善 ，社区服务所需硬 

件和软件一应俱全。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的社会化程 

度比高，有困难者 和社会 困难群 体的生活能得 到保 

障，社区单位和一般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能得到 

基本满足。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场所建设到位，社区内 

现有文化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4)社区 

内有 良好的社会风尚，社 区管理有序；组织结构合理 ， 

各种规章制度完善以及社 区文化建设有各社区的特 

色。邻里之间友好相处 ，家庭团结和睦 ，尊老爱幼、扶 

贫济困基本形成风气，老有所乐、幼有所教，学习氛围 

浓厚，环境优美整洁 ；社区稳定安全 ，居 民奉公守法 ， 

干群关系密切 ，诉求渠道畅通 ，调节工作到位。应急 

机制健全，社会秩序 良好，打击防范有力，群众安居乐 

业。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在居 民和辖 区单 

位 中有凝 聚力。社会组 织 和 中介 组织 健全 ，并 能积极 

开展活动。居民民主意识强，社区自治化程度高。各 

项社 区文化建设 项 目都有各 自的特 色 ，各项 活 动都有 

仓U新性 。 

三 、我国社 区文化建 设 中存在认 识误 区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看 ，和谐社会建设正处在初 

级阶段 ，社会本 身存在 的各种矛盾依然很尖锐。同 

样，从和谐社会中的 良好社区文化特征方面来讲 ，在 

目前的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 ，由于对社 区文化建设的 

认识误区，导致仍然存在很多与和谐社会建设不和谐 

的问题 ，主要凸现在 以下几 个方 面 ： 
一 是社 区文化狭义化与社 区文化建设 雷同化 。 

“许多基层社 区将社 区文化误认 为一般文艺娱乐活 

动 ，认 为某个 社 区开 展 了影 评 、剧 评 、书评 ，成 立 了阅 

览室，进行了文艺、体育等 比赛活动等等，就认为社区 

文化建设就搞好了”，这种认识偏离了社区文化的本 

质。而且许多社区在社区文化建设热潮的推动下 ，一 

味的照抄与照搬，文化不够创新 ，未突出文化个性 ，盲 

目效法照搬其他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 ，从而导致我国 

社区文化的共性多于个性，使得本该五彩缤纷的社区 

文化建设 显得有 些苍 白。 

二是社区认同意识薄弱与社 区参与 自主性缺失。 

社 区认 同 意识 是 凝 聚 社 区居 民人 心 的基 础 性 前 提 。 

由于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 ，我国很多城市社区居 民彼 

此间存在严重的疏离感。正是 因为这种认 同意识 的 

薄弱 以及 目前我 国大部 分地 区城 市社 区文 化 建设 的 

发展模式主要由政府即行政权力的推动所造成，这就 

使得城市社区居 民参与仍是以动员性参与为主，社区 

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社 

区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难 以产生。这也是社区文化 

建设 目前存在的最根本也是最大的障碍。 

三是社区文化教育功能弱化。社 区文化建设应 

该具有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灌输社会价值观念、传 

授科学技能等重大功能，能够 有效凝 结来 自不 同区 

域、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 的思想观念。它对于整个社 

会文化价值理念的培育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础性作用。 

在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中，社 区居 民相互学 

习、相互影响的教育方式还很少见到 ，更多的是注重 

通过有关 部 门、党 的组织 以及社会 群众 性组 织来从 事 

文化价值观的灌输和培育 ，而这种教育方式 的实际效 

果往往并不明显。 

四是各种社区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硬件软件短缺， 

包括社区文化建设经费不足 ，硬件设施陈旧、落后 ，难 

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从事社 区文化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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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不稳定，适应城市社 区文化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 

更是短缺；关于社 区文化建设 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相应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政府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 

乏长远的统筹规划 ，指导与服务不够等。 

四、加强社 区文化 建设 要紧 紧 围绕和谐 社会 建立 

的大 目标 

总结近年来开 展社 区文化 活动 的资料 ，探讨 制约 

我国和谐社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要紧紧围绕和 

谐社会建立的大 目标来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可以遵循 

几点 。 
一 是构建符合和谐~-I-@要求 的社区文化要符合 

中国国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 

领域 的指导地位，要 体现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大力弘扬 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积极推 

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 ，不断丰富人们 的精神 

世 界 、增强人 们 的精 神 力量 ，不 断 激发 全~-I-@ 的创 造 

活力 ，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这是建设 

符 合 和谐~-I-@要求 的社 区文化 最根本 的原则 和方 法。 

比如 辽宁省 的社 区文化 建设 ，就 把思 想政治工 作作 为 
一 条 主线贯 穿在 各项创 建工作 中 ，努 力改变社 区思想 

政治工作 薄弱 状况 ，开 展 “文 明新语 ”征 集 活动 ，将精 

选出的 200条文明新语 ，编辑成册，广为宣传。大连市 

沙河 口区李家街道创 办 的“小巷 讲坛 ”，利用 社 区 中的 

劳模、老干部报告团、市民学校等教育阵地 的优势 ，在 

社 区小巷 中活 跃 居 民群众 的文 化 生 活 ，倡 导 文 明新 

风，开展普法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成为辖 区提高居 

民素质 ，提升生活品位，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大课堂。 

二是加 强领导 和协 调 ，引导和推 动 和谐 社 区文化 

建设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在社区文化 

建设 中发挥 主导作 用 ，从 建设 和谐~-I-@ 的战略高度认 

识加 强社 区文化 建 设 的重 要 性。 加强 x,J-~-I-区文 化建 

设工作的领导，制定发展规划，明确相关职能部 门的 

职责 ，不断创新城市社区文化管理体制，形成推动城 

市社区文化建设 的合力。基层机构及时总结 和推广 

先进社 区文化建设经验，促进社 区文化建设水平不断 

提高。加强xC：H-区文化建设的舆论宣传 ，xC．H-区文化 

建 设 的重要 意义 、取 得 的成 绩 ，向社 区居 民进 行 深 入 

广泛的宣传 ，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 

社区文化建设 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和~-I-@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是：H-区文化建设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思路 ， 

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因为在和谐~-I-@ 

的建设 中 ，人 是最重 要 的 因素。这也 是和谐 社 区文化 

建设最关键的一点 。首先 ，要确立社区成员个人有 自 

主 选择 和发 展权利 的思 想 ，把满 足社 区居 民的多方 面 

需求作为开展城市社区各项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次，要把“人的塑造”的根本 

目标贯穿于社 区文化建设始终 ，并通过形式多样、丰 

富 多彩 的群众 性精 神文 明创建 活动 ，致 力于提 高社 区 

居 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为人的全面发 

展创造 良好 的条件。大力推进社 区的各项制度化建 

设 ，营造健康向上 的社区文化氛围。 

四是社区建设相关部 门应该尽可能为社 区文化 

建设提供必需 的硬件软件。比如建立多渠道社 区文 

化资金投入体 系，社 区文化建设才会得 到充 分 的保 

障。对于社区本身来讲，要充分利用本社 区各方面的 

优势 ，通过各种方式对社 区文化建设输入资金，以建 

立文化基金等形式为其文化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 

利用现有文化设施 的优势 ，实施有偿服务 ，采取各种 

方式 自筹资金 ；挖掘本地 区的文化人才 ，调动其积极 

性 ，将其吸纳到社区文化组织 中，发挥各 自专长，为社 

区文化建设出力。在这方面 ，新华书店的做法值得参 

考 ：2001年 ，新华 书店 总店 和北 京某 集 团股 份有 限公 

司共 同创 办 的新 华 驿 站 宣告 成 立 ，即将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面向社 区建立 300家连锁 店 。2005年重 庆 电视 台 

开展 了“天天 630，春来进 社 区 ”的大型互 动 交 流联 欢 

活 动 ，为重 庆 的：H-区文 化 建 设 起 到 了强 劲 的 推 动 作 

用。这些活动丰富了~-I-@组织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 

形式，也促使其他的相关组织更多投入到建设和谐社 

区文化建设 中来 。 

综 上所 述 ，社 区文 化建 设 与 和谐 ~-I-@ 密切 相 关 ，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文化建设 

对理论的呼唤，也是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 ，把精神文明 

建设落实到基层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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