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明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由《光明日报》社与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联合举

办的“全国文明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1996 年

9 月 23-24日在武汉举行。 来自北京 、上海 、武汉 、

广州 、济南 、太原 、张家港等市的专家 、学者和实际工

作者 ,围绕文明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

了专题研讨。会议期间 , 与会者参观了武汉地区的

文明社区。

在“文明社区建设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工程”这一共识下 , 各地专家学者对文明社区建设的

内涵及发展趋势 、任务 、重点 、目标与功能作出了理

论上的界定和实践工作中可操作性的规范。 现将此

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文明社区建设的内涵及立体化趋势

与会者认为 , 文明社区建设区别于传统意义上

的社区建设之处在于 , 它注重社区质和量的有效结

合 ,特别注重社区质量的现代性。文明社区建设主

要从社区的五个要素(人口 、区域 、环境 、经济 、文化)

出发 ,正确处理人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达到三

个“优化” , 即人的素质优化 、生活质量的优化和环境

的优化。总的说来 , 文明社区建设包括宏观上的社

区文化建设 、社区服务建设 , 中观上的社区道德建设

和微观上的社区文明家庭建设和文明窗口建设。

1.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建设和发展总是涉及物

和人两个方面 , 总是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和一

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一个社区良好的文化环境 ,

是社区居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社区文化

的共享面较宽 ,社区文化在提高社会成员生活娱乐 、

审美情趣 、思想意识方面 , 在转变社会风气 、改善人

际关系 、发挥人的积极性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因此 ,

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 , 增强文化特有

的整合力 ,增强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 塑造

良好的人文氛围 , 这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旨。如

何发展中国的社区文化事业 , 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

提出 ,在组织管理上要形成网络化和制度化 , 在社区

文化建设特点上要具备参与性和广泛性 , 从社区文

化建设的目的来看要达到娱乐性 、知识性 、观念性和

共生性。

2.社区服务建设。社区作为地域性的人类生活

共同体 , 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区服务。 实践证

明 , 社区服务是社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

区生活方式变革中起着基础与支柱作用。因此 , 社

区服务建设必须始终坚持服务经济 、服务居民 、稳定

社区 , 以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优化经济建设环

境 ,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当前 ,我国社区服务

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传统的社区

服务模式 , 由企业或政府办转向靠社会办;二是开拓

新的服务领域 , 建立和完善社区福利和服务措施 , 为

社区成员提供多层次 、多功能 、多形式的服务。

3.社区道德建设。道德建设主要指以集体主义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建设 , 它不但

规定了精神文明的性质 , 而且是精神文明的核心。

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指出 , 在道德素质的教育

中 , 从目前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 , 最主要的还是要从

三个方面入手 , 即社会公德 、家庭伦理道德和职业道

德。就社区道德建设而言 , 武汉大学周运清教授认

为 , 主要是指社区职业道德 、社区公德 、社区家庭伦

理道德 、社区环境道德“四德”的建设。

4.文明家庭建设。社区的每个人都出生在一定

的家庭中 , 并在家庭中成长 , 家庭是主导个人走向社

会的桥梁 , 是个人与社会的中介。随着社会的发展 ,

家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首先是家庭规模

日益小型化 、核心化 , 家庭功能变化迅速;其次是种

种家庭问题日渐突出 , 如离婚问题 、家庭暴力问题 、

养老养小问题等。社区的文明家庭建设的目的就是

提倡家庭美德 , 稳固家庭的社会化功能 , 为社区(社

会)发展提供稳固的载体。

5.文明窗口建设。都市风貌的体现 , 依赖一个

个社区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 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

明社区建设就是要通过具体化的个人或群体行为 ,

把社区建设成城市文明的窗口 、管理的窗口 、服务的

窗口乃至对外开放的窗口 , 其实际内容包括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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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市容市貌 、建立社区内各种专业管理机构 、加大

管理力度 、正确引导娱乐和消费等。

二 、城市文明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

从社区功能的角度看 , 文明社区建设的主要任

务 ,就在于增强它的主要功能。这包括以下 8 个方

面:1.强化社区的服务和保障功能 ,是城市文明社区

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2.强化社会化功能 ,亦即社会

教育功能;3.强化社区的环境优化功能;4.增强社

区心理调适功能;5.强化社区的文化娱乐功能;6.

强化社区监督功能;7.强化社会参与功能;8.社会

整合功能。

部分学者认为 , 当前我国文明社区建设首先面

临着改善社区生活环境 、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等亟

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 对于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 、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

因而成为当前文明社区建设的紧迫任务。

三 、当前文明社区建设的重点

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 , 因此 , 文

明社区建设同其它社会工程一样 , 亦属起步初创阶

段 ,而且社区的长足发展 , 必须伴随整个社会机制 、

经济体制的转轨。当务之急 , 理当立足文明社区建

设之共性 ,抓住重点 , 点面结合 , 开拓前进。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琢研究员认为:文明社区

建设的重点 ,在于培养和加强民众的参与意识 , 社区

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社区成员的参与。所谓社区参

与 ,就是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

务的行动。社区经济发展 、社区政治发展 、社区社会

发展和社区文化发展 , 是社区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

的四大领域 , 也是社区参与的四大基本领域。 从一

般情况看 ,社区参与度和社区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

关系 ,现在普遍反映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还相

当低 , 也正体现了我们社区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

社区要发展 ,就要大力提高居民的参与度 ,社区参与

的过程就是培养公民现代文明意识的过程。

针对社区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 , 部分学者

和实际工作者肯定了“门栋自治管理”的新概念 , 认

为开展门栋自治管理是吸引民众参与的最佳形式之

一 , 也是构建文明社区建设的微观基础。

四 、文明社区建设的功能及目标

1995年武汉市文明社区建设的调查报告以充分

的事实表明 , 文明社区的创建 , 对于提高市民素质 、

美化居住环境 、丰富精神生活 、改善人际关系 、增进

邻里团结 、养成文明风尚 、维护社会安定 , 对于促进

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实施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已经初步建成的社区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和所发挥的

这些作用 ,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克服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 促进人和环境的

协调;二是有助于克服与现代化本身相伴随的一些

根本问题 , 如人际关系冷漠 、个人的孤独感和空虚感

等。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中 , 前一方面是基础性的 , 后

一方面则是深层次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 , 同时使社区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十分

必要和重要的 , 这样可以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的同时 , 克服现代化本身可能出现的弊端 , 以

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文明的覆辙。

莅会代表一致认为 , 搞好文明社区建设必须着

眼于人 , 充分发挥居民在文明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 这

是搞好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治城育人” 、养成

市民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文明秉性与文明行

为 , 这是文明社区建设的根本立足点;通过文明社区

建设系列活动 , 培养 、引导居民的参与 、维护 、自律 、

自治等意识 , 在此基础上 ,达到使人们思维观念及行

为方式同步发展的目的。

会议收到的论文将集成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发

言摘要已在《光明日报》1996年 10 月 18 日第 8 版刊

出 , 题为《开展文明社区建设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本报联合召开的研讨

会上的发言摘要》 ,请参阅。

(吴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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