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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群众文化建设这我见 
一 谈城镇外来人 口的精神文化体 系构建 

张步坚 

(射阳县海通镇文广 ee心 江苏盐城 224343) 

【摘 要 】 本文就城镇群众文化建设中的“边缘”群体文化发展阐述了笔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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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细致的基础建设工程，在时代发展 

中又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和适应。论文 

参考。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经济发展过程中呈 

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 

益关系复杂化的局面，在这些地区的群众文化建设发展过程 

中，是否还应积极关注到一个重要的“边缘”群体 ，即外来人 口 

或称之为“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有意识地作为一个群 

众文化工作的长期规划来部署并落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体 

系可谓任重而道远。 
一

、 城镇居民的“边缘”群体 

城镇的农民工，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因素组成：一是从农村 

流向城镇 、或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 ；二是在 

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 

从低收人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人阶层流动。 

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 

性的变化，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以业 

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 

得到提高。论文参考。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改变了生活场所 

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镇体制之外，从而造成了流动农 

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城镇社会网络边界的 

背离。 

二、城镇“边缘”群体的文化需求现状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不仅是物质文明充裕富足，还 

在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保障得以满足。国家近年来大力扶 

持、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基层文化事业 

发展中老区、经济欠文化设施建没 ，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农 

村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然而 ，从这些地区到城镇来的广大农 

民工因长期离乡背井身在异地，无法享受体会到故乡的精神 

文化生活“福利”；而对城镇的基础文化建设的投人 ，如对社区 

文化建设、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投人等，多半是直接面对城镇 

市民的，又因为农民工特殊城镇社会属性而无法惠顾。论文参 

考。造成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文化生活的“真空”和“边缘 ”处 

境，是社会文化发展基本保障的新问题。我们的社会保障机 

制、特别是文化基础建设还来不及适应这个变化。农民工长期 

居留在城镇中，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被农村与城镇忽略， 

无法接受到农村和城镇文化建设的社会公益事业实惠。 

城镇农民工不仅仅需要干活挣钱，还需要基本精神文化 

生活。从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现状来看 ，绝大部分在工余时间只 

是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也注意通过报纸关心国家大事 ，尤其是 

关于自身权益方面的报道，而往往涉及到他们的多半是负面 

的信息，如民工潮、民工荒等。也有些媒体经常报道一些流动 

人口中损害社会安定的现象，造成城镇对他们的不认同感，使 

之产生自卑低下的心理感觉普遍存在。以城镇市民为消费对 

象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他们只能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不仅没 

有经济能力涉足这些场所，仅就特殊的身份而言，他们中间绝 

大多数人都会望而却步。而由群艺馆、文化馆组织的社区文化 

活动也不能将他们有组织地吸收进来 ，更无从谈起他们可以 

接受各类文化或文艺方面的培训提高。作为城镇“边缘”社会 

群体，农民工同是城镇的纳税人，他们中问绝大部分是遵纪守 

法的社会公民，应完全和城镇人平等地享受生存发展、教育、 

文化等公益权益。 

三、关注城镇“边缘”群体的群众文化开发 

文化建设需要经过长期积淀、创新、发展，并经过接受主 

体长期认可参与。它需要根据不同层次文化需求，不同地区文 

化特色，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不断创新发展，才能努力营造适 

合人们成长的良好人文环境 ，并且源源不断地施加社会主流 

文化对每个人的影响。健康向上、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态，是以 

文化人、厚德载物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能够引导人们树立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凝聚和振奋民族 

精神，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 

关注这个至今还是属于城镇“边缘”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尽 

管它还没有被认定是社会文化基本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但 

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应该引起全社会特别是城镇的 

重视。 

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有所改善，社会和政府已开始关 

注并支持开发农民工的群众文化工作。在他们工作生活相对 

集中的大型企业中，不少企业集团重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 

并将之看作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为改善农民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一些经济较，也已经关注他 

们的文化生活，如文化部门组织文艺节目赴建筑工地慰问演 

出；一些社区开展了“城镇新市民书法、诗歌大赛”等文化活 

动。但更多的农民工在劳动之余仍处于松散居住环境中，或者 

是因来自相同家乡而汇集一处。他们的居住地应当属于城镇 

的社区，也应当归纳到社区文化发展的建设目标之中。城镇的 

基础文化建设，特别是社区文化建设 ，应当为这些特殊群体住 

宅区，包括松散租赁居住的外来人口划拨一定的文化发展基 

金，规划建设基本文化设施场所，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包括 

配备群众文化工作者、文艺辅导老师等。政府文化部门理应把 

他们当作社区文化服务管理范围，并主动邀请他们参加各类 

社会群众文化活动，他们会积极的加入到城镇社区的文化活 

动中来，会很乐意把自己当作城镇一员，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促 

进城镇社会安定团结，构建城镇和谐社会。 

城镇“边缘”群体的群众文化开发，是当代基础文化建设 

的新问题 ，同时也是关系到全社会科学和喈发展的方针大计， 

它在深层次里体现新时期对这个社会群体的积极认同。随着 

我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城 乡差距逐步缩小 ，城镇“边缘”群 

体的群众文化建设，也会如城镇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一样受到 

全社会的关注重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由国家倡导并扶持的 

非赢利性质，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城镇 

文化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支柱性构件。因此，保障全体公民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是群众基础文化 

建设的长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