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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社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社区文化一直是社区建设的重点,二者的融合发展有重要的

意义。根据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双螺旋上升的融合发展过程,从结合传统文化、服务人民群众、利用政策

资金、培育文化人才、建设文化阵地、创建品牌特色、先进文化引领七个方面提出了二者融合发展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对常德市草坪镇的实践做法进行了分析,以期更好地推动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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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就是既要让人

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

富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文

化教育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同样,社区文

化与社区教育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广

义的社区文化包含了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则是社区文

化的基础,没有发达的社区教育就不可能有繁荣的社

区文化。民政部早在2009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

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就提出“发展社区教育要进

一步繁荣城乡社区文化,充分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广
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教育部等九部委也在2016年《关于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社区为

根,特色发展,鼓励各地结合当地历史、人文资源开展

社区教育活动”,清晰指出了社区教育的发展要与社

区文化建设充分结合。
一、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

社区文化是指社区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1],既是社区建设的灵魂,也是

社区的精神内涵所在,其中就包括了社区所在地的地

域文化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而富有地域特色的

传统文化也是社区的根和魂,对于社区文化建设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近些年,很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日渐式微,面对发展空间

缩减、传承主体散失、创新发展不足等困境,将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社区教育融合起来尤为必要。一方面,传
统文化可以借助社区教育课程和活动在社区居民心

里生根发芽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社区

中的传承创新有利于唤醒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营造良好的社区教育氛围,进一步推动新的

文化繁荣。
(二)社区教育本土化、特色化的需要

社区教育实质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

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

程[2]。近些年国家非常重视社区教育,《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教育部、民政部等纷纷出台了具体

的政策文件,有效推动了社区教育的发展。但随之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教育对社区居民缺

乏吸引力,形成了“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的局面,
而通过将社区教育活动与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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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艺术、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等等的融合,既能够满

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学习需求,扩大社区教育的群众基

础,也可以摆脱目前社区教育需求与供给脱节的

困境。
(三)社区建设深入开展的需要

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

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
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

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近年

来,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把

社区建设更多地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社区建

设中过度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比如社区经济发展、
硬件设施建设等,忽视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对居

民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北大著名社会学教授夏学

銮提出21世纪的社区建设将走的是一条从社会返回

社区的道路,即社会人文化,强调培育社区人文精神

是现代社区建设的核心[3]。因此,深入开展社区建设

必须要将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有效融合起来,一方面

重视社区文化建设,以此来引导价值取向、规范居民

行为、增强社区凝聚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区教育

作为社区居民与社区文化间的桥梁作用,推动社区文

化的普及传播与传承创新,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领悟

力与文化素养。

(四)居民幸福指数提升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幸福指数成了政府和居民

的共同诉求。社区作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构
建幸福社会的基础,能够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文化价

值取向和健康的价值观,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精神支撑。具体来说就是在社区文化建设中遵

循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推动现代文

化与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融合;在社区教育活动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统领,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4]。通过

二者的有效融合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的价值追求、精神

境界、文明修养和道德情操,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二、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融合发展过程

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通过政府、社区学校、单位、
民间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以社区课程、社区

活动、品牌项目等内容为载体,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融

合、互相推动、协同发展,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过

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5](图1),各阶段之间并没有

严格的分界线,但能够有效展现两者融合发展的

趋势。

图1 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螺旋上升发展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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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社区文化带动社区教育

地域传统文化的发展为社区教育提供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及丰富的活动内容,政府、社区学校也提供

了相应的政策、资金、教师等资源,这些都有力带动了

社区教育的发展。
第二阶段: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文化

社区教育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特色品牌项

目,一方面促进了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扩大了

社区文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认

同感,推动了社区文化建设由物质层向精神层深入。
第三阶段: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互相结合,互相

推动

社区文化建设的深入对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念、生
活态度、行为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激发了居民多样

化的学习需求,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教

育创造了条件。而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

教育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社区的传

播,推动了社区文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四阶段: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深度融合、全面

发展

一方面社区文化不断拓展社区教育的服务范围,
提高社区教育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不断提

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提升社区的文明程度及治理

水平,促进社区建设,最终满足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

需要。
(二)融合发展路径

1.结合传统文化

地域传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长期居住和交往中

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存在着大量

不同形态的中华文明精粹,能促使人们重伦理、重情

义,有利于形成和谐文明的环境以及淳朴向上的民

风,对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同时,地
域文化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能够丰富社区教育的内容,
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而社区

文化教育活动又能结合时代精神进一步发掘优秀传

统文化的价值,在文化传承的同时做到文化创新。

2.服务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推

动社区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社区教育的主要服务对

象,其满意度决定着社区教育的成效。社区文化与社

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

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于人民,开展各种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教育活动,不断满

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才
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不竭生命力,才能实现社区居民

的文化自觉并最终走向文化自信[6]。

3.利用政策资金

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都属于社区的公共服务。
政府在制度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处于主

导地位,同时发挥着对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二者的

融合发展要坚持“党委主导、政府引导”,用好政策、用
活资金,推动社区制度建设、机构设置、基础设施建

设、人才引进培养、学习共同体建设等。充分发挥人

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形成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形
成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和社区治

理水平[7]。

4.培育文化人才

人才是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持续发展的核心,也
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着社区

文化的品质和社区教育的水平。社区文化与社区教

育融合发展必须发挥各类文化人才的作用,例如,挖
掘民间艺人利用地域传统文化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培
养更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以提高文化活动的质量,引
进专业的文化管理人才,聘用高素质的文化管理干

部,培育各类志愿者队伍等。以此引导居民参加社区

文化教育活动,推动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自觉认同,实
现“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的
建设目标[8]。

5.建设文化阵地

文化阵地作为社区文化教育服务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在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一方面,文化阵地是开展社区活动的主要场

所,为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提供了

物质基础和内容条件。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的融合

要以阅览室、文体室、培训室、党建活动室、舞台广场

等为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来充实居民的业余生

活,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良好的生活情趣和温

馨的家园意识。另一方面,文化阵地作为连接社区居

民文化需求与政府文化建设的桥梁,在宣传教育、服务

引导、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打造,社区居民可以更好地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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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普及科学、道德、法律、政策等知识,培
养社区意识与社区情感,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6.创建品牌特色

社区教育品牌指社区在提供终身学习服务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普遍推广价值和

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社区教育课程或活动。它既是社

区教育形象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

载体,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社区教育品牌

的创建源于长期实践经验的凝练,这一过程本身就可

以推动社区教育的优质发展。社区教育品牌形成后

又能够通过其影响力和渗透力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
在社区中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进一步增强社区教育

的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

7.先进文化引领

文化是一种需求,更是一种发展动力,经济发展

与文化需求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先进文化是位于时

代前列,鼓舞、引导、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催人奋发、团
结向上的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先进文化的灵魂和精

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

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社区文

化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一方面,社区教育发展初期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发需

求,必须要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自

上而下的主动供给转变,才能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培
养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向上的行为方式,实
现社区教育的本体功能。另一方面,社区文化建设的

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将其转化为居民

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社区内树立良好的社会道

德风气,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精神家园[9]。
三、常德市草坪镇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

实践

草坪镇位于常德市鼎城区西南二十公里,自古以

来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既有上古圣贤“善
卷”留下的善德文化,也有楚文化鼻祖屈原留下的爱

国文化;举世闻名的距今4500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
其中一处就在草坪镇花叶港村;南宋农民企业领袖钟

相在此揭竿而起,厉兵秣马、操练将校,“草坪”之名便

由“操坪”演变而来;抗日战争时期草坪陡山是“常德

会战”重要的外围战场,留下了当地军民不屈不挠的

抗日精神……近几年,草坪镇以“政府引导、专业辅

导、市场主导”为主要模式,主动将社区文化与社区教

育融合发展,形成了以演艺文化为主力、诗词人文文

化为底蕴、农庄休闲文化为补充、群众健身文化为基

础的文化体系,各种文化互为补充、共同繁荣,提高了

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

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10]。
(一)传承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让草坪镇的民间艺术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不竭的生命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常德丝弦和花鼓戏就在此发扬光大,还产生了三

棒鼓、渔鼓、车儿灯、彩龙船等一大批民间艺术形式,
草坪镇也在2011年被原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鼎城社区学院、草坪社区学校联合草

坪镇民间艺术联合会成立了30多个农民剧团,常年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剧团成员都是“忙时

下田干活,闲时搭台表演”的当地农民,节目以传统民

间艺术为表现形式,内容自编自导、贴近生活、幽默风

趣,如常德丝弦《乡嫂骂夫》、双棒鼓《劝婆媳》、渔鼓

《五劝村民歌》等,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不仅传承了

优秀地域文化,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在宣传中

央政策、推进农村社会和谐、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府重视支持

社区文化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离不开草坪镇

政府在观念、政策、资金等方面的重视和支持。镇政

府因势利导,依托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以“品牌兴

业、文化兴镇”为发展思路,以打造“全省文化名镇”为
目标,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民办文化发展的决定》,
每年拨付三十万元专项资金;制定了“智力扶持计

划”,全面实施“十百千工程”(打造十个精品节目、编
写一百个优秀剧本,培训一千名演义人才);牵头成立

草坪民间艺术联合会以及湖南省第一家乡镇文联;在
《善德风》《朗州》等期刊和政府网站上开辟专栏,创办

了杂志《草坪诗苑》,支持录制了三十本文化专题片,
组织文化精英编写了三十五万字的地方志书《草坪》,
创作了镇歌《草坪流淌着一条河》。在镇政府的持续

推动下,草坪镇农民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和常德草根文

化广场也在规划建设,打造属于当地居民自己的大剧

院和文化广场。这些举措提升了“草坪文化”的影响

力,增强了草坪镇的知名度,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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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环境,草坪镇近些年以此为基础先后引进了

30多个项目,总额近7000万元。
(三)培养文化人才

为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草坪镇

政府及社区学校非常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镇政府

每年拨款十多万元作为文化引导资金,积极吸纳乡土

文化人才入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创作更

多的符合中央政策精神、针对性强的宣教节目。草坪

社区学校常年聘请专业老师、地方文化名人来草坪开

班讲课,每年培训民间艺人200多人次,推荐文化站

站长、相关人员参加省市培训100多人次,组织剧团

团长学习、观摩大型文艺表演100多人次。鼎城社区

学院联合区文化部门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当地文艺工

作者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通过送戏下乡、文化进

社区等活动带动民间剧团的创作表演;通过专业艺术

人员包片辅导,将示范性演出与基层文艺辅导紧密结

合;通过文艺轻骑小分队深入农村举办文艺辅导、理
论讲座来提高乡村剧团的创作表演水平等。

(四)传播先进文化

只有形成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文化才能成为一种

力量。草坪镇始终注重将先进文化与社区教育相融

合,以文艺活动为抓手,用先进文化引领人民群众,真
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政府引导下,当地居

民自发创作了内容丰富的文艺活动,涵盖了农村邻里

和睦、敬老孝老、遵守公德、倡导科学等方面。节目虽

然乡土气十足,格调却并不媚俗,弘扬着主旋律,代表

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成了草坪小康建设的加油站、精神生活的净化

池、干群关系的黏合剂。例如,作品《好支书刘道军》
展现了一位村支部书记心系群众、奋勇争先的时代精

神,在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作品《草坪新事多》
反映了草坪镇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了

外地务工的草坪人的爱乡之情;作品《五劝村民歌》用
声情并茂的表演劝诫村民戒赌、孝顺老人、相信科学、

计划生育、遵纪守法……这些节目对居民的行为观念

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地唱歌跳舞的多了、打牌赌

博的少了,打架斗殴、地下六合彩等现象也难觅踪迹。
(五)打造品牌团队

草坪镇非常重视品牌团队在社区文化与社区教

育融合发展中的重要性,一直致力于打造文化团队,
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影响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求。在政府的指导与社区学校的协助下,草坪镇

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群众性文学社团“草坪诗社”,
创办了诗刊《草坪诗苑》,发行了《草根诗集》,推动了

草坪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2008年成立了草坪民间

艺术联合会,发展民间艺术团体33个,每年平均演出

7000多场,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省、市各级文

艺演出中屡获大奖;2009年又成立了湖南省第一家

乡镇文联草坪镇文联,采编了地方志书《草坪》,编写

了创先争优读本《先锋之歌》,主办了《草坪欢歌》文艺

汇演、七一建党庆祝等活动。另外还有文学社、摄影

协会、读书会、农民技术学校等组织机构。这些团队

在打造自身品牌的同时紧密合作,共同推动草坪文化

的提质升级。例如,诗社的100多名“土诗人”不仅进

行诗词创作,还结合身边事积极为民间剧团写剧本,
并参与了地方志书的编写。当地居民在团队中实现

了由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的转化,在活动中自我教

育、自我提高、自我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
总之,常德市草坪镇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蕴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教育能够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文化观,促进社区文化建设;良好的社区文化能够

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

社区的文明程度;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社区建

设一定要注重二者的融合发展,以此提高社区治理水

平,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居民的

全面发展、终身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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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thandPractice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
CommunityCultureandCommunityEducation

XINZhijie
(Changde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ChangdeHunan415000,China)

Abstract:Atpresent,communityeducationisinfullswingnationwide,communityculturehasalways
beenthefocusofcommunityconstruction,andtheintegrationofthetwoisofgreatsignificance.According
totheintegrateddevelopmentprocessofthedoublespiralofcommunitycultureandcommunityeducation,

thispaperputsforwardthepathofintegrateddevelopmentfromthefollowingsevenaspects:combining
traditionalculture,servingthepeople,usingpolicyfunds,cultivatingculturaltalents,buildingcultural
positions,creatingbrandcharacteristics,andleadingadvancedculture,andthenanalyzesthepracticeof
CaopingTowninChangdeCity,inordertobetterpromotethein-depthdevelopmentof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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