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 第 4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12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M Science Edition 

、，01．29 NO．4 

Dec．2012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探讨 

何少华 ，蒋福明 

(1|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2．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偏低、文化设施建设相对 

落后、队伍建设较为薄弱等。必须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握质量互 

变规律，做到循序渐进、有张有弛；抓主要矛盾，积极化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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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据国家 

权威部门有关数据，2000年城市化率到36．09％。而 

短短10年后，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6．59％，到2011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跃升到了51．3％，中国历史上第 
一

次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 

中，城市区域不断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城中 

村”、“城边村”，在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背 

景下，这些地方面临着全面转轨变型问题。为了适 

应新的社会管理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探索，一些地 

方逐步将村委会转为居委会，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村 

改居”地区。作为农村城市化转变的重要方式，‘村 

改居’大体上从2O世纪90年代开始就拉开了大幕， 

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则是以北京市石景山区2003年将 

余下的1．5万多农民整体转变为非农户为标志。” 

“村改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主要是指随 

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把原来的城中村及经济发 

达的城市郊区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撤销，改为城市社 

区居民委员会，用城市的管理模式去治理被城市化 

了的原农村地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目前我国对于 “村改居”社区开展了有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组织建设、权益保护、城市 

融入、文化转型等方面。“村改居”文化的研究，大 

体与 “村改居”工程的推进同步。“村改居”社区文 

化主要是指 “村改居”社区居民在生产实践和社区 

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行为模式、生活习惯以及群体意识等文化 

现象的总和。 

“村改居”社区文化根据其文化属性，可以分 

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 

由于身份的改变、职业变换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村改居”的居民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体现在社 

区文化上，表现出不同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文 

化特点，总体上呈现为文化的变迁性、文化的多维 

性、文化的冲突性等特点。 

当前，人们对社区精神文化的重视已达到和物 

质文化同样重视的程度，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社区 

生活中，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会超过对物质文化的 

追求。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 “村改 

居”社区物质硬件等方面的投入，而忽视了 “村改 

居”社区精神文化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造成了 

“村改居”社区精神文化建设相对薄弱和滞后，影 

响了 “村改居”社区的社会管理，制约了 “村改居” 

社区文化的成功转型。因此，各级 “村改居”社区 

必须不断的探索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 

二、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村改居”的出现，是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产物。一方面，作为政 

策的 “村改居”是一种行政管理机构的现代意识形 

态设计的产品，政策设计者期望达到城乡一体化的 

良好意图清晰可见，但同时，由于其产生时间较晚，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上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 

表现在： 

(一)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亟待提高 

“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区心理的重要因 

素，是指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出于对自身生活 

安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所在 

生活地域具有一种天然的维护、保护意识。” 村委 

会转为居委会后，农民虽然在户籍上转变为城市居 

民，但由于传统农村大多是聚族而居，在一个村落 

或者附近几个村落中居住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在这里，人们守望相助，彼此间十分熟悉，构成了 
一

个熟人社会。因此，尽管他们在身份上转变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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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有的居住地也变成了集中于新社区，但宗 

族、家族、乡里乡亲等传统关系和乡土情结依然根 

深蒂固，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村委会 

等村社组织的认同与依赖依然很强，对新社区认同 

感和归属感明显偏弱。 

(二)社区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社区文化建设中，文化设施是基础，起着文化 

载体的作用。要开展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构 

建社区和谐文化，必须重视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一些 “村改居”社区在文化建设伊始，都投 

入了一定资金，建设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社区文化设 

施。但从更大范围来看，“村改居”社区文化设施建 

设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许多社区由于资金缺乏、 

历史较短、观念落后等原因，大多缺少必要的社区 

公共文化设施，比如合格的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阅 

览室、文化广场等，与城镇发展的整体要求有一定 

差距。有的社区有一些文化设施，也存在文化设施 

总量不足，文化设施科技含量不高，文化设施的利 

用率偏低等现象，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影响了社区 

文化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社区文化队伍建设较为薄弱 

“村改居”社区居民群体中，原来主要由同村、 

同组村民组成，基本是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具有 

较强的同质性，而 “村改居”后，存在异质化增强 

的趋势，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人际互动有别于 

以前，一些现实利益矛盾逐渐增多，社区和谐文化 

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对 “村改居”社区文化 

建设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 “村改居” 

社区的特殊性，很多社区管理人员都是原村委会干 

部，虽然他们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规划、组织、 

协调、管理的作用，为社区文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但由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常年从事的是农 

业生产和村集体经济管理，缺乏文化管理经验和文 

化建设技能，制约了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由于 “村 

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时间短，经验欠缺，缺乏长期 

规划和全面、准确的文化定位，对社区文化建设投 

入不足，一些从事社区文化工作的人员工资待遇低、 

办公环境差，难以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 

(四)发展社区文化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由于 “村改居”社区居民大多来自于农民，他 

们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加之 

刚刚转化为社区居民，缺乏一种长期的社区生活的 

引导与熏陶，导致他们的社区意识缺乏，存在着对 

社区文化事务冷淡的态度。而对于社区文化工作者 

来说，“村改居”之前，村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集 

体经济，其余日常工作也只不过是调解邻里纠纷， 

落实计划生育，检查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等方面工作。“村改居”之后，除了原有常规社会 

管理工作外，工作内容增加了，工作职能转变了， 

尤其面对文化建设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迫切需要社 

区工作者转变观念，跟上形势的发展。当前，很多 

“村改居”社区工作者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识不到 

位，狭义地理解社区文化建设，把社区文化工作简 

单化的等同于群众文艺活动或社区文化设施的建 

设，而不注重对文化内涵、文化功能的挖掘。使社 

区文化的发展与整个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不相适应。 

三、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辩证思考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是我国城市化 

建设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城市化的本质是社会现 

代化，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最终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转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积极探索和 

加强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 

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特殊·忙E，坚持文化建设 

的社会主义方向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其文化建设 

之始，会面临复杂的实现情况：社区内同时并存多 

种文化因素，既有传统民俗文化，又有现代都市文 

化；既有国内文化，又有西方文化，其中精华与糟 

粕，先进与落后并存。各人的认知、喜好不同，选 

择也会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些社区成员出现 

了文化断裂，“文化的断裂影响人文精神的发展” 。 

使得社区治理出现很多问题，这是矛盾双方斗争性 

的一面，并且这种矛盾普遍存在，无时不有、无处 

不在。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文 

化的发展虽然不要求整齐划一，但是也不能良莠不 

齐，在一些问题上必须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 

而这一问题就是在 “村改居”文化建设的大方向上， 

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培育积极向上、健康进取、 

丰富多彩的新型社区文化。 

(二)把握质量互变规律，遵循循序渐进、有张有 

弛的原则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不同于成熟城市社区 

文化建设的道路，在于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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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发展是政策推动，历时短，使得社区居民的 

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低；大家对于社区文化建设思 

想认识不到位；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少，设施落后； 

社区文化建设的队伍薄弱，社区文化人才匮乏。为 

此，政府部门，各级社区工作者也采取了很多方法， 

但始终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 

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和质变 

的转化过程，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也是一样， 

只有坚持循序渐进，有张有弛的发展道路，不断营 

造氛围，团结引领，使大家认识到社区就是 自己的 

家。其次，对于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政府的投资 

力度毕竟有限，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并不等于我们就坐视社区文化的缓慢发展，社区 

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色，采取与相关企业联姻的方式， 

赢得社会、企业对城社区文化工作的支持。同时， 

应重视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 

做到优势互补，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发挥社区全体 

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强化参与意识，共同推动社区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抓主要矛盾，化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很 

多问题，比如社区卫生的脏乱差现象，某些社区的 

黄赌毒现象，一些社区居民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等 

等。面对这些问题，既不能坐视不理，也不能管而 

不力。作为社区工作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 

坐视不理只能助其滋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 

会是治标不治本。正确的方法是，面对这些问题， 

作为问题本身把它看成是事物的肯定阶段，这时候 

就要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促成事物由 

肯定方面向它的否定方面转化，比如，面对社区卫 

生的脏乱差问题，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要使广大居民 

认识到，当一个社区整体卫生状况下降的时候，任 

何一个居民的健康状况都会受到威胁。所以，治理 

的方法是：定期开展卫生健康与传染病防治科普宣 

传，医疗队进社区义诊，让大家充分认识社区卫生 

与自身健康的关系。健全社区卫生清理制度，同时 

可以建立社区离退休爱心人士社区卫生监察队，开 

展随时随地的卫生监督。对于社区的黄赌毒现象， 
一

是要开展普法宣传，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二是 

社区可以自建一些棋牌娱乐室，定期开展一些棋牌 

比赛，对一些确系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就必须 

依法严肃处理。对于一些游手好闲的社区居民，可 

以定期开展就业培训，提高大家的职业技能。还可 

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开展点对点职业规划等等。 

当事物本身的肯定方面是反面的时候，通过抓主要 

矛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事物由其肯定方面 

(反面)向否定方面 (正面)转化，进而达到否定 

之否定，紧跟时代步伐，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 

方向，共建文明、团结、和谐、幸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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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ce committee from village 

comm ittee：the Commun ity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s low,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s relatively 

backward，the team 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weak,etc．Thus we Must grasp the contradiction of identity and 

particularity,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Grasp the quality interconvert rule
，
do it step by step；Tackling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and actively re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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