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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京社区文化建设的调查与分析

李波 ’,

王丹 ’,

李林英 ’,

李红兵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政府

田宝香
月坛街道办事处

,

北京

摘 要 对北京某街道的社区 文化建设情况进行 了抽样调查
,

内容包括居 民个人基本信息
、

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总体评

价
、

存在的问题
、

需要改进的方面
、

对社 区 活动参与的积极性等多方面情况
。

通过调查对影响社 区文化建设的多种因

素进行 了分析
,

并且就其影响的效果和原因进行了探讨
,

对于今后社 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 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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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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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巧一﹂近年来
, “

社区
”

已成为我国城市社会广泛使用

的一个概念
,

而社区文化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

方面
,

正在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

社区文化是指通行

于一个地域范围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

人们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结构
、

信仰结构和行为规范结

构
,

如追求
、

期望
、

价值观
、

宗教信仰
、

风俗
、

道德
、

法

律等方面
。

其中深深积淀着历史传统
、

风俗习惯
、

生

活方式
、

语言和特定象征等
。

世纪 年代后期

就有社会调查研究表明
“
以文化为主体的精神生活

在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方面几乎与物质生活的作用相

等
,

它同时说明
,

今天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增加和

文化生活对人们的重要性
。

可以预见
,

在未来社会发

展进程中
,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还会增长
,

会超过物质生活需求
。 ’

因此
,

社 区文化建设应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

项重要实践
。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

政治文化中心
,

其社区文

化的建设起步较早
,

一些社区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

探索已经走在了全国社 区文化建设的前列
,

北京对

中国社 区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 的榜样示范作用
。

在本研究中
,

通过对北京市区某街道所属各居委会

的调查
,

直接了解社区居民的所想所需
,

了解社区建

设和发展的真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为今后社区文

化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

本研究对北京某街道下辖的 个居委会的居民

进行 了抽样调查
,

共发放问卷 份
,

回收 份
,

回收率为
,

全部为有效问卷
。

其中有少数问卷

在个别项 目上漏填或填答模糊不清
,

因此在这些项

目的统计上将其作为缺失值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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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 目前社区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

居 民中对社 区文化建设很

满意的占
,

比较满意的占
,

感觉一般的

占
,

不太满意的占
,

很不满意的占

在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 人 中
,

岁以 上的老

年人有 人
,

其人数比例明显大于其他各年龄段人

数
。

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离退休人员来说
,

行动不便
,

社 区成为生活的中心
,

几乎每天都要生活于其中
,

因

而社区人文环境的质量对个人影响最大
,

更可能发

现社区存在的问题
,

希望加以改变的态度也会更加

迫切一些
。

家庭月平均收入在 一 元的人有

个 其中有两个是老人
,

明显高于其他各收人段 的

人数比例
。

可能是因为处于这个收人范围的居民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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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
、

经济能力
、

生活心态方面都使个体倾向于

在社区中寻找个人文化生活的内容
。

在对社 区文 化建设重 要 影 响 因素 的评价 中
,

的调查对象认为社 区居委会和居 民的重视是

最主要 的
,

其次为社 区人才资源丰富
,

占
,

而

对于文化设施的完善和文化传统的评价只有

和
。

可见居委会发挥带头和组织协调作用
,

充

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

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和特

长
,

是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
。

在调查 中
,

很多居

民
,

尤其是离退休人员都表示 自己在书法
、

绘画
、

戏

曲
、

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的特长
,

愿意在社区文化活

动中奉献的愿望
。

相对来说
,

文化设施的完善需要一

定的资金投入
,

而文化传统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
。

因此居民对这两方面的期望和要求的迫切

性就低一些
。

三
、

居 民对社区文化活动的期望

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应注重满足居民的需要

在社区举办过的活动 中
,

分别有
、 ,

的居民参与或知道社 区进行过庆祝节假 日和慰问活

动
,

居民对这两方面的实际需求比例分别为
、

对于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活动
,

居 民参与或

知道进行过的比例分别为
、 ,

但居 民的

需求比例为
、 。

从各种文化活动的实际

比例与居民的期望 比例来看
,

节假 日的庆祝和慰问

活动举办较多
,

已经高于居 民的需要和期望
,

而体育

竞技和文化交流活动则显得不足
,

尚未达到居 民的

需求
。

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
,

相对来说庆祝节假 日活

动和慰问活动的形式 比较简单
,

张贴横幅
、

摆放花

卉
、

制造节 日气氛
、

上门慰问老人
、

军烈属
,

都是居委

会工作人员就能够完成的
。

而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

活动则更加需要居民的广泛参与
,

而且筹划和组织

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要求比较高
,

因此显得比较困

难
。

图书馆
、

娱乐场所
、

体育场馆应该成为社 区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的居 民认为应增加或改善社 区 图书馆的

条件 的居 民认 为应发展娱乐场所 的活动
,

的居 民认为需要增加或者改善现有的体育场

馆的规模和条件
。

具体来说
,

体育场馆如室 内健身

房
、

室外健身广场及各种健身器材等 老年活动室
,

需要能够行使多方面功能
,

如能够进行唱歌
、

跳舞
、

打太极拳
、

书法
、

绘画
、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的场地 儿

童
、

学生 的娱乐场地
,

如能够进行乒乓球
、

篮球
、

排

球
、

网球等运动的场所
。

调动各年龄段人员的积极参与

从居 民对社 区活动的参与情况 中可 以看出
,

大

部分居 民 对社 区活动是 比较支持和积极参

与的
。

在 名参与较少的居 民中 从年龄段来看
,

岁的人 占将近
,

是该年龄段愿意参与社

区活动人数 人 的几乎 倍
。

与此形成对照 的

是
,

老年人中只有 位表示不愿意参加
,

占该年龄段

人数的 左右
。

而且其中有的是因为有病在身
、

腿

脚不灵便
,

或者需要在家里照顾病人
。

可见社区文化

活动参与状况与年龄密切相关 老年人参与热情较

高
,

参与人数也较多 少年儿童有一部分参与 中青

年人参与度偏低
。

中青年人工作
、

学习忙
,

对他们来

说
,

他们与工作单位
、

学校的关系更密切
,

他们的参

与热点不在社区是很 自然的
。

但从社区文化建设的

角度看
,

对他们的文化需求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

满足是社区文化工作的不足之处
。

因此
,

如何调动中

青年人的社区文化参与积极性成为社区文化建设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文化活动应 以公益
、

低成本
、

重在参与的形式

为主

在家庭文化消费的支出方式 中
,

选择子女教育

的有
,

选择提高 自身能力的有
,

选择家

庭娱乐的有
。

结合居 民月均收人进行分析可

见
,

社区居民普遍的家庭收人还不是很富裕
,

因此在

重视子女教育
、

优先投人的情况下
,

已经占去了可用

于文化消费支出的大部分
。

因此社区要进行文化娱

乐
、

体育活动
,

应该更多考虑低资金投人
、

娱乐性
、

教

育性为主
,

或者在活动中考虑社区公共投人部分的

支持
,

减轻居 民 自身承受部分的压力
。

对于需要较多

经费和个人支出的项 目
,

可能难 以有多数居民的支

持和参与
。

有的社区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

在举行社区

文化活动中得到了商业赞助
,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

但活动中对赞助厂商或产品的过多宣传
,

让居民感

到太浓的商业味道
,

反而失去了社区活动本该有的

自娱 自乐和重在参与
,

挫伤了部分居民的热情
。

四
、

总结

虽然社区文化建设 已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

会的关注
,

从总体来看
,

居 民对 目前的社 区文化建设

也是满意的
,

但其中对 目前状况很满意的比例仍不

高
。

而且
,

在 目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中仍存在经费缺

乏
、

居 民参与不够主动积极
、

居 民需求众 口难调等问

题
。

这些问题相互牵制
、

彼此影响
,

影响社区文化建

设的进一步发展
。

如何使投人社区文化建设的有限资源发挥最大

效用
,

尽可能地满足大部分居民的愿望和要求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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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要加强彼此

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

避免文化活动的重复和单调
,

造

成资源浪费
。

同时做到为居民服务
,

调动广大居 民的

参与热情
,

使他们由被动参与者变为主动参与者
。

社区文化活动要想吸引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就

必须根据社区成员的具体情况
,

开展适合社区成员

的实际需要
,

能够满足他们不同需求的活动
。

在文化

活动的内容上
,

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

结合
,

既有
“

阳春 白雪
”

的高雅艺术
,

又有
“

下里 巴人
”

的通俗文化
。

在文化活动的形式上
,

努力做到文化娱

乐
、

休闲健身
、

环境美化
、

科技普及
、

思想教育
、

艺术

培训
、

网络咨询多样化
,

防止单一化
。

另外
,

在服务方

式上
,

要加大活动的宣传力度
,

变等人参与为主动上

门邀请参与
。

社区文化建设还需要一支经过专业培训
、

事业

心强的高素质专业化社 区文化工作者队伍
。

在调查

中我们发现
,

近年来
,

城市社区文化工作者的知识结

构和综合素质都有了较大提高
,

而且一大批有志于

社区工作的大中专学生加人到城市社 区工作队伍中

来
,

给城市社区文化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

但

是
,

从 目前大多数社区的情况看
,

专职从事城市社区

文化工作的人在社区文化建设的一线上还是非常缺

乏
。

大多数由居委会干部兼任
,

且年龄偏大
,

文化水

平
、

社区管理观念
、

组织协调能力等都需要提高
。

再

加上城市社区文化管理体制尚未确立和完善
,

社会

各界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还没有达到一

定的高度
,

人员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
,

这些既影响了

优秀人才加人到城市社 区文化工作中来
,

又造成一

些年富力强的人不安心于社区文化工作
,

从而成为

制约社区文化建设的瓶颈
。

因此
,

通过公开招聘
、

民

主选举
、

竞争上岗等办法
,

对现有人员进行在职培

训
,

使其尽快成为社 区文化建设的骨千力量
,

留住和

吸引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社 区从事文化工作
,

从而

建立一支适应城市社区 文化建设需要 的年轻化
、

知

识化
、

专业化的社 区文化工作者队伍
,

这些对于社区

文化建设的长远
、

健康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

此外
,

社 区的外来人 口 管理问题
、

环境脏乱差问

题
、

社会治安等问题也是制约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

因素
。

如何使不同籍贯
、

不同语言
、

不同社会地位
、

不

同观念
、

不同生活方式
、

不同心态的人群在这里和谐

相处
、

共同发展
,

实现社区文化繁荣是一个重要的课

题
。

社 区文化建设对于培养广大居 民的社 区意识和

社区归属感
、

增强社区凝聚力
、

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

和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社

区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社区居民
、

社区群众

团体
、

各企事业单位
、

居委会
、

街道办事处这些社区

基本成员的同心协力和共同努力
。

尤其在当前社区

居 民主动参与意识
、

自主意识较弱的状况下
,

更需要

基层社区管理者及组织者的引导和动员
,

调动社区

各方面的积极性
,

以使社区文化建设真正满足广大

居 民的多层次
、

多方面需要
,

使社 区文化更为丰富多

彩并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

使社区成为居 民更加依

靠和支持
、

乐于参与的
“

家
” 。

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大学二年级的本科

生在此次调查 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在此对他们的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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