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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区邻里关系重新“热络”起来
健康时报特约评论员 暨佩娟

■健康中国

邹小兵，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全国儿童自闭症诊疗领域的领军人
物。多年来，邹小兵始终真诚地爱着自闭症的孩子，一直为推动全国自闭症的诊断与干预而奔走。他创立国内首家
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率先提出自闭症稳态失衡致病机制，建立自闭症结构化社交行为干预新模式。“对自闭症不该避
如洪水猛兽，应当将其视为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去认识、理解与关心。”图为邹小兵（左）为患儿做诊治。周晋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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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近日，上海康城社区
组织了一场“万人拔河比
赛”活动。社区里的老年
人、中年人、青少年共同
呐喊，其乐融融，让人不
禁感慨，邻里关系又重新

“热络”起来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现代新型社区人与人
的关系由传统的亲人关系
和熟人关系向业缘关系、
法理关系转变；城市迁徙
不断加强、住区人口流动
性不断加大，导致难以形
成稳定邻里关系；现代生
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
将更多时间花在学习提升
和加班上，建立和维护邻
里关系的成本上升。近邻

原本承载的“互帮互助”
功能被家政公司、外卖平
台等各类上门服务的第三
产业所取代，邻里之间缺
少相互交流的需要和欲
望；人们日益注重保护个
人隐私，不主动透露也不
主动打探邻居的信息；因
交流日益减少，防御心理
逐渐加重，也妨碍了邻里
之间沟通往来。

在遥远的年代，城市
主要由低矮的平房、狭窄
的巷弄构成。那时，邻居
的门都是敞开的，人们东
家串串、西家坐坐，一家

有事邻居都来帮忙，为当
年逼仄的生活拓展了精神
空间。如今，“邻居”这
个带有温度的词汇变成了
住在隔壁的陌生人。人心
铸成的一道道心门，使近
在咫尺的心灵远隔天涯，
隔出了“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隔出了所谓的安
全感，也隔出了冰冷的社
区人情氛围。

然而，“远亲不如近
邻”，住在对门的邻居，
其实是在我们遇到紧急情
况时可以最快给予帮助的
人。尤其是在老龄化形势

日益严峻、家族功能逐渐
弱化的今天，邻里关系、
居民幸福感已成为社区发
展的价值尺度之一。“行
下春风望夏雨”，出入为
友、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
和价值观念应该始终是现
代社区治理的追求。

因此，让邻里关系重
新“热络”起来，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在社区的
人际互动中，我们需要建
立以居民合作为基础的价
值共同体，通过开辟小区
共同休闲区域等方式，来
建立社区联系、重组社区

关系，增强社区居民的文
化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
近年来，一些社区已开始
创建社区居民互动机制。
通过开通社区居民微信
群、定期召开业主大会、
组织集体活动等方式，增
加社区居民间的交流和互
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由居民共
同管理社区事务，使社区充
满亲情、友情和温情。

街头巷尾的吆喝声夹
杂着亲切的乡音，色香俱
佳的家常菜暗藏着熟悉的
口味，在人来人往的情谊
流转里，孤独的感受将被
渐渐消解。在重新“热
络”的邻里关系中，你我
对生活的理解也将悄悄变
得明媚而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