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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社区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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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当代社会经济成分、组成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等发生深刻

变化，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独立性、选择

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特征的新形势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把握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西安市探索出：以“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形成公约，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创建文明社区工作思路，创造性的提出了“用心理疏导

和人文关怀的办法解决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创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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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阶段，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成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等发生的深

刻变化，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独立性、选

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特征。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把握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

机制体制的有效途径,不断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增强吸引力、感召力，成为当

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新课题。  

  从 2007 年开始，西安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精

神文明创建重点在社区；精神文明创建的社会影响力、群众参与度体现在社区；

群众得实惠、见成效最快、最多也最直接地体现在社区”。因此，他们把中央和

省委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与自身工作实际相结合，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要求与探索认识、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途径相结合，

把创新精神文明创建思路方法、载体机制与尊重群众实际感受、认识水平相结合，

为此，确定了以“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形成公约，解决问题，推动

工作”的创建文明社区工作思路，创造性的提出了“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办

法解决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他们选择了 14 个城市社区和 20 个农村社区进行试点，以解决社区群众反映

强烈的不文明问题为切入点，引导群众进行讨论，让群众自己拿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在讨论中形成了乡规民约得到社区群众的认可并在生活中自觉遵守，使这些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文明行为得到了有效扼制。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广

大群众满意，社会各界反映良好，中央和省、市新闻媒体对试点工作进行跟踪报

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市委书记孙清云专门就此作出批示：“文明活动从

社区抓起，从具体事情抓起，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切入点。这既有利于发挥市民

在文明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也有利于使广大市民直观地看到文明创建活动带

来的变化，对提高全体市民的文明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 

西安市作法的启示：  
  一、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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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解决“什么是群众最关注的问题、谁来解决、怎么解决”的问

题。这既是抓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各级干部与群众加强沟通、抓住主要问

题能力的有效途径。他们从城乡社区群众反映的大量问题中梳理出大多数群众最为关注的

“不文明养狗、乱倒垃圾、不敬老养老、婚丧嫁娶相互攀比、不规范使用宅基地”等不文明行

为作为议题，组织群众进行讨论。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每个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因

而大家对这些议题非常关注，积极参与讨论活动。在组织群众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他们注意

着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引导群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标

尺，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进行讨论和评议，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

解和认识，也提高了他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积极性。一直以来，在许多群众的心目

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务虚的行为，与现实生活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通过参加对不文明行为的讨论和评议，群众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生活之中，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

成为引导大家思想和行为的‘主心骨’”。  
  二、达成共识，形成公约。  
  达成共识，形成公约，主要解决“统一思想、集中智慧，形成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既是

抓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基础，也是提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组织群众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

有效途径。群众自主参与讨论和评议的过程，是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集体主义观念、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过程，也是引导群众认识和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道德规范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更是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实现了从以往说教

式、灌输式宣传教育模式向群众自我参与、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模式的转变。群众在讨论和

评议的过程中辩明了什么是荣、什么是耻，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倡荣抑耻的共识，找到了扼制

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办法，最终形成了大多数人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一

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具有道德的约束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高了群

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和行为作用的认知。譬如，长乐坡社区制定的养狗公约

规定非常详细，不仅要求出门遛狗必须带上除粪工具，随时清理产生的便溺，还对遛狗时间、

区域等做了严格规定。社区在征求意见时，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持反对意见。但经过一

段时间的实践之后，社区环境卫生大为改观，他们由此开始反思，从内心认识到不能以损害

大家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而也由反对变为完全赞同这个公约。  
  三、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主要解决“存在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缓解，工作是否得到推动，

群众是否满意”的问题。这既是抓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关键和目的，也是提高干部总结新

经验、探索新机制，增强服务群众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乡规民约出台之后，能否真正得以有

效推行就成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些乡规民约都是群众自己参与讨论商议后制定出

台的，所以在执行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用乡规民约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效

果非常好。因为乡规民约是大家自己制定的，从心理上就有自觉遵守的基础。既解决了群众

最关注的各种问题，又弘扬了文明风尚，促进了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群众充

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原有的党政联席会、公道协会、红白理事会等进行有效整合，创

新成立了城市社区“道德议事会”和农村社区“道德评议会”两大基层精神文明创建载体，从而

增强了工作的系统性，形成了合力，为基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增添了有力抓手，不仅从时间

和精力上保证了村“两委会”能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社会事业，而且彻底改变了以往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中“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做法，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调动了群众投身道德实践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层组织充分发展集体经济和社会事务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因此，“道德议事会”被基层干部称赞为“好帮手”、被群众誉为“咱自己的道德法庭”。 
 在精神文明创建的实践中，基层群众还结合各自实际，积极总结新方法、探索新途径。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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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蓝田县唐沟村制定了“评、帮、督”制度。“评”就是由道德评议会对村民平时的言行进行

道德评价，界定文明与否并明确加以褒贬，予以弘扬或批评；“帮”就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帮

助具有不文明行为的人对其行为进行纠正；“督”就是指定专人与具有不文明行为的人结成对

子，进行一对一的帮助和督促，促使其不断校正自身言行，提高文明素质。又譬如，明德门

社区成立社区议事会，由社区主任、业委会主任、驻社区物业公司经理、驻社区民警、社区

老党员、劳模和知名人士代表组成，社区主任兼任业主委员会主任和议事会主任。这种“三
职一肩挑”的做法使得社区的“三套马车”统一了步伐，杜绝了推诿扯皮现象，提高了办事效

率，使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质服务，也为探索形成长期有效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解决

问题制度化范式和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流程及利益协调机制问题作了有效的尝试。  
  西安市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思路、方法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市民教育中，渗透到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在制度创新中，融进

群众日常活动中，使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正解决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从哪里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使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精神利

益，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进入群众心里，实现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认知、

认同，进而上升为文明理念、转变为实际行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才能取得务实管用对路

的效果，也才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们要积极探索基层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长效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把经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好做法进行总结、

完善和推广，使其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

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有效性，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的台阶，为进一步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度. ，为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