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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视角的城中村地区居民行为影响因素及分

析对策 

——以宿迁市部分城中村社区为例
1
 

李智，范娜娜，张祖晏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农村社区不断被新型现代化城市社区所替代，社区原有经济、文化发生着剧烈

的变迁。由于各部分变迁的速度不一致，使得各部分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改造过程中社区非物质文化的发展难免滞

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使城中村居民产生越轨行为。为此，需要从文化视角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城中村居

民越轨行为及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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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已经实施多年并取得了诸多成效，如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子女的教育得到保障，同时盘活了土地

利用效益、环境得到改善等。但由于是新生事物，尚无经验可以借鉴，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ー些不足，因而引起了笔者对如

何从文化视角对城中村居民行为调控的思考。如何发展好、改造好城中村不仅是城市化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的召唤。 

1 研究背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许多城中村也随之

出现。因此，城中村改造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ー项重要举措。我们在享受城中村改造带来许多好处的同时，还要推

进城中村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性和文化素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一致，避免城中村居民在社会中角色扮演的错位，使物

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城中村地区共同向前发展。 

2 城中村改造中文化对居民越轨行为的影响 

城中村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与快速发展的物质文化相比，村民自身的非物质文化发展却相对缓慢。以宿迁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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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中村社区为例，文化的缺失扰乱了村民的社会角色认知，引起城中村居民的越轨行为。 

2.1居民身份转变快于自我认知程度，诱导居民产生越轨行为 

经调查发现，城中村改造前，社区居民多为农村户ロ；改造后转变为非农业户ロ。虽然居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其思想

意识仍停留在农民范畴。我们在调查时发现：改造后 73%的社区存在开垦绿化带种菜现象，44%的社区存在饲养家禽问题，只有

19%的社区不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显然，城中村村民的自我认知意识还未完全转变，他们保留了固有的生活习惯。尽管城中村

村民的生活.早已脱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模式，但数千年来村民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其主体意识仍是农民意识，

只有少数村民能够适应城市化生活。城中村改造后村民虽然已完成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但只有在主体意识转变后，他

们才能真正地适应城市生活。 

2.2生活环境改变快于主体适应速度，滋生灰色文化 

“灰色文化”作为ー种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对城中村居民不良行为的产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城中村改造，

社区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改造前城中村多数居民凭借城区地理优势及相对较低的房屋租赁价格来谋

生；改造后村民失去这ー收入渠道，并随着物质生活需求的提升，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城中村改造后，快节奏的城市

生活替代了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村民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局面直接过渡到单元楼模式，导致很多村民在生活习性上不

适应。因此，居民可以通过调整自己，培养自我的适应能力，来适应都市生活，从而消除灰色落后文化，建设法制新型现代化

社区。 

2.3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于供给，产生不文明现象 

文化的进步反映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能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在宿迁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社会各项因素急剧变迁

而城中村村民又长期处于城乡ニ元结构之下，故在改造前城中村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文化消费需求普遍不高。改造后，村民成为

社区居民，受其他城市社区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提升。为了保障居民新的文化需求，则要开辟新的文化交流渠道。引导

城中村村民了解新的文化道德标准，共同打造文明社区、文明城市。同吋，满足村民相应的文化需求，能够避免亚文化、负文

化的滋生，从而维护社会公共文化秩序的发展。 

3 积极调控对城中村居民越轨行为的文化 

城中村改造的同吋，也伴随着村民自我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应采取一些措施来调控文化，预防村民越轨行为的产生，

积极帮助城中村村民适应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3.1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综合素质 

 (1)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居民思想素质。根据社区居民的思想行为深入研究，选择居民所关注的热点进行探讨，充分利用

“互联网+”技术改造学习模式，提高学习质量。通过制作社区板报、横幅，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社区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养

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学习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保证学习效率的同时有效克服学エ矛盾，引导居民始终保持正确的价值观

念和强烈的集体观念。（2)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居民文明素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居民树立“社区是我家，文

明靠大家”的共同价值追求。加强居民社会公德心、家庭美德观念、个人道德心的培育，增强居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社区内开

展道德风尚竞赛“比素质、比修养、比底蕴”，通过竞赛交流，给予适当奖励，激发居民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思想意识，共同

提升道德文明素养。（3)开展文娱活动，培育居民团队意识。社区倡导读书交流活动，组织观看有意义的文化影片、会展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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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发挥群众组织的优势，开展各项体育竞技活动，实现“家家参与，人人竞争，，的局面，凝聚

社区居民团队意识，促进居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2加强文明建设，树立市民形象 

(1)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居民精神境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开展文化广场、单元文化建设活动，创建良好的社区

文化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使居民自觉抵制低俗文化、灰色文化，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始终保持优良文化特

性。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居民拥有健康的、崇高的理想追求，引导社区居民讲文明话、做文明事、当文

明人。（2)规范社区居民行为，保持社区良好环境。培育社区居民的城市居民行为规范意识，从生活方式上保持社区居民的进步

属性。按照城市社区规定，禁止开垦绿化带种菜；禁止乱丢乱弃、随地吐痰等行为，社区居民自觉接受居委会以及社会各界的

监督。在公共场所禁止聚众打牌、赌博；注意自我的着装仪容，社区通过严格的管理监督，确保社区居民的行为规范。（3)社区

认真开展青少年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通过一系列的文明专项活动，培育社区内青少年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青少年作

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贯彻好落实好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更好地全面发展。同时以青少年为核心开展活动，也能推动整个社区的

文明建设。 

3.3注重责任建设，培育法制意识 

(1)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居民纪律意识。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尊重居民的民主权利，加强民主管理，确保居民对社区事

务的知情权、表决权、监督权，共同谋求社区的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建立健全绩效奖励制度，扩大奖励途径。授予社区

文明、文化建设积极贡献者先进个人、道德模范的称号，准确地评比社区居民的个人修养和素质。完善社区职エ管理制度，纠

正社区干部不作为现象，严查社区职エ迟到、早退现象。督促社区公职人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努力建立ー个新型现代化城

市社区。（2)开展社区学习雷锋活动。增强居民奉献意识，以“家庭学雷锋，争做社区好居民”为主题，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

引导社区居民人人争当“雷锋”，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将学雷锋行为制度化、规章化，促使每家每户积极主动参与，形成

社区“人人是雷锋，户户好榜样”的良好状况，并将雷锋精神的内涵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实现雷锋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相统一。（3)

建立互帮互助制度，培育居民团队意识。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区间居民的文化素养不尽相同，学习能力强、文

化素养高的家庭帮助短板家庭，帮助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众人拾柴火焰高，对社区改造后有困难的家庭，大家积极主动地

提供帮助。杜绝人人为己、互不关心的行为，促使社区成为ー个温暖的大家庭。 

城中村改造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总体来说，城中村改造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于受改造影响最大

的城中村居民来说，不断提升自我认知与素质，减少文化差距带来的影响，实现自我的社会化，尽快完成自我的社会角色转变，

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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