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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一线调查

天通苑北街道（下称天北街道）是北京市
一个超大型社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天北街道常住人口约14.27万人。这意味
着，在约4.7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里，人口密
度达每平方公里3.04万人。在这个社区里，居
住着包含昌平区本地居民、由北京其他区搬迁
来的居民，以及一部分在此购房、租房的居
民。如何提升社区文化氛围、增强居民归属
感，曾是困扰社区工作人员的一大难题。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建设文化
艺术中心、成立文艺团体、营造楼门文化……
近年来，当地通过提供形式丰富的公共文化服
务，不仅提高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还促
进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那么，天北街道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何
特色？如何搭建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桥梁？记
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生长”在家门口的文化空间

“一送 （里格） 红军 （介支个） 下了山，秋风 （里
格） 细雨 （介支个） 缠绵绵……”北京春日的一个中
午，细雨下个不停。在北京市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

（下称文艺中心）3 层的排练室里，由 60 多名社区居民
组成的“天北之春”合唱团，正在练习演唱红色歌曲《十
送红军》。

虽然合唱团里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头发
花白，但他们精神矍铄，在指挥张友堂带领下，用多音部
的美声合唱，将歌曲演绎得韵味十足。

除了担任指挥，张友堂还是“天北之春”合唱团的团
长，他的妻子王凤珠负责钢琴伴奏。“快 10 年了，这个团
越来越壮大。”张友堂说，合唱团大部分成员是天北街道
的社区居民，都是业余的，刚开始时做节奏练习，连一个
巴掌都拍不齐；但是现在非常专业，“我一伸手，想要的声
音都能要出来，就是这几年的成果”。

考虑到合唱团成员年龄较大，排练室设置了座椅、
空调。“以前我们主要在一个地下室里排练，非常挤，
头上就是污水管，水流声哗啦哗啦地响。”78岁的丁大
爷是合唱团元老之一，对这些年排练条件的变化深有体
会。他说，过去周边公共文化服务场地很少，想排练、
看场话剧都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特别不方便。感
谢政府前些年实施“回天计划”，建设了文艺中心，排
练厅宽敞明亮，一年四季都能练，“现在每天过得特别
充实，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丁大爷提到的“回天计划”，指的是北京市政府
2018年7月出台的《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天通苑
文化艺术中心，正是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惠民项
目。统计显示，从2021年5月试运营以来，文艺中心累
计接待居民约82.3万人次，已经成为“生长”在社区居
民家门口的文化空间。

走进文艺中心，犹如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商场，书店、
阅读空间、艺术培训中心、电影院、剧场等场所人气颇旺。
汉服体验、茶艺课堂、经典诵读、市民音乐会……每年这里
举办活动1000多场，组建居民志愿者团队700余人。

“政府扶持+专业社会化运营+居民力量。”作为运
营方，北京昌品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多这样
总结运营经验。她说，文艺中心之所以受到社区居民欢
迎，除了居民支持，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主体
紧密且持续协同创新。通过采取党委领导、区文化和旅
游局负责、区属国企社会化运营机制，运营团队参与了
该中心更新改造全过程。同时，公益性加商业性的互助
融合运营模式，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保基本与重
品质并行。

“楼门文化”让居民更亲近

“来啦，您呐！”走进天北街道天通中苑第二社区
（下称中二社区） 42 号楼，墙壁上写着各种老北京
话。往里走，过道两侧贴着老北京胡同牌子和北京二
十个城门的名字，连楼门的通知栏也带有北京特色：

社区小新闻叫“扫听（打听）”；发布规章制度的专栏叫
“别介（不要）”；展示公众成果的专栏叫“齐活儿（完
成）”；一般的倡议通知叫“乌泱乌泱（比喻人多）”……
让人如同置身于年代感十足的老北京城中。

楼内居住的居民多是由东西城区搬迁来的老北京
人。刚经历了从胡同到上楼的居民，相互间少了以前街
坊邻里的热乎劲，多了一些邻里之间的矛盾。

咋让大伙熟起来？楼门长朱淑兰和几个热心居民一
商量：这栋楼有 20层，正好对应北京 20个城门。何不
以“京城楼门”为主题，每层以一个城门为名，创建各
具特色的楼门文化呢？

想法一经提出，居民纷纷响应。有的创作书法作
品，有的用照片留住胡同记忆，有的贴上教导孩子的规
矩……每层一种主题，每个楼门都别具特色。例如8层
所在的“西直门”，以手工编织为主题。67岁的朱燕是
做手工的能手，她用塑料袋、碎布做成花，放在用麻缠
着的酸奶盒、废弃瓶里，挂在墙上，配上彩灯，既环保
又温馨；下水管道用绿色的塑料皮包裹，配上塑料叶片
和手工制作的熊猫玩偶，充满情趣。

在朱燕的带动下，邻居们一起铺设了楼道地砖，窗
户边放了绿萝、多肉植物，还组建了爱心编织队，给社
区里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织了一顶帽子。

“在楼门文化氛围感染下，邻居打招呼的多了，互
帮互助的多了。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老北京
胡同院落中的邻里情又回来了。”朱淑兰说，不久前通
过协商议事，居民在门口修建了电动车棚，解决了在楼
道里停电动车的问题。

中二社区 42 号楼的楼门文化很快在社区里传开，
很多居民来参观。天北街道因势利导，去年启动“楼门
文化”微创投项目。由楼门长组织召开楼门议事会，居
民自己决定设计方案，62 个文化楼门应运而生。例
如，天通北苑第二西社区 3 号楼以低碳生活为主题，
居民们不仅精心打扮楼门，还在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协
助下，拿起铁锹、扫帚等工具，一起修整楼门口坑洼
不平的甬路。

“楼门是基层自治最小的单元，驱动人与人建立联
系，是‘楼门文化’建设的核心。”在天北街道办事处
主任夏玉蓉看来，打造楼门文化，有利于实现居民的内
心相聚，激发居民参与楼门公共事务、解决社区难题的
责任感与信心，逐渐形成自治意识。

文化建设助力社区治理

天通西苑第四社区居民王颖从印刷厂退休后，把艺

术这个爱好捡了起来。如今快 70 岁的她，不仅是社区
“秋之恋”艺术团团长，管理着舞蹈队、模特队、乐
队、合唱队共计100多人，还是楼门长、社区垃圾分类
志愿者，参与各类社区事务。

刚搬到社区时，王颖比较迷茫，生活较为单调，
“后来我告诉自己，必须走出家门，得去干点什么，让
自己充实起来”。她报名参加了社区志愿者，和居民慢
慢熟悉，并加入了艺术社团。

“通过一起玩，居民之间的友情友谊增加了。”王颖
记得，有一次她一个人在家病倒了，躺在家里起不来，
只能打电话给艺术团的居民，没一会儿，几个姐妹来
了，把她送到医院救治。“现在大家比较团结，有的家
里孩子不在家、离得远，或者谁家有点什么事，大家就
互相帮忙。”

艺术团成员还比较乐于奉献。王颖说，艺术团每年
要开展多场演出活动，丰富社区居民、养老院老人的文
化生活；大家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垃圾分类、值班等志
愿活动，“参与社区事务后，大家的归属感增强了，整
个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鼓励居民根据兴趣成立文体社团，并积极参
与社区事务。”天通中苑第二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尤悦说，天通苑有很多社区、居民也多，文艺中心和
体育中心的落成极大缓解了群众活动场地缺乏的问题，
但谁能使用这些场地？社区经过和文艺中心协商，鼓励
居民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兑换积分，获得活动室、场地
的使用权。

目前，天通中苑第二社区有 150 人的志愿者队伍，
参与垃圾分类守桶、为老服务、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
养老餐等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合唱队、舞蹈队、模
特队、乒乓球队等文体社团。

作为天北街道辖区内较大的文化空间，文艺中心注
重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与基层社会建设融会贯通，目前
已孵化社区合唱团、舞蹈团、书画社等社群社团超过
300个。这些社团在文艺中心开展活动的重要前提，是
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我们希望以人为结点，搭建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
桥梁，通过社区文化共同体助推构建社区生活共同
体。”张多说。

夏玉蓉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先要建立互联、互
信，才能共商、共治。文化活动、艺术中心、文艺社
团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实现人的互联、互信，让居民
从“谁也不认识谁”到慢慢熟悉，然后是关心、参与
社区事务。“这是一个文化浸润、久久为功的过程。”夏
玉蓉说。

超大型城市社区——

居民如何实现居有所乐居民如何实现居有所乐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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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通苑地区由于人
口多密度大，此前在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方面长期存在空
间 设 施 少 、 运 营 效 能 低 等 问
题。近年来，当地通过建设天
通苑文化艺术中心 （下称文艺
中心）、创建楼门文化、组建文
艺群团等形式，以文化建设助
力社区治理，积极推动文化服
务赋能城市生活。

总的来看，文艺中心在机
制、理念、技术、模式上实现
创新，对各地文艺中心实现更
好管理、运营有借鉴意义。

机制方面，“党委统领、政
府 负 责 、 社 会 运 营 ” 三 位 一
体，实现政府和市场主体紧密
且持续协同创新，确保项目平
稳 、 高 效 运 营 。 采 取 党 委 统
领、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区
属国企社会化运营机制，引入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经验丰富的
运营单位，利用社会化创新理
念 参 与 项 目 更 新 改 造 及 运 营
全 过 程 ， 有 效 弥 补 政 府 及 事
业 单 位 运 营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人 员 编 制 不 足 、
多 元 专 业 人 才 调 配 难 、 经 营
模 式 单 一 等 问 题 ， 也 规 避 了
一 般 纯 商 业 企 业 主 体 运 营 逐
利 经 营 而 脱 离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设 施 公 益 属 性 ， 导 致 居 民 不
能 切 实 普 惠 享 受 到 公 共 文 化
服务福利的问题。

理念方面，改变以往公共
服务项目重建设、轻运营的弊
病，以运营思维驱动规划、设
计与建设有机融合，做到运营
与功能规划前置，确保项目具
有持续生命力。

技术方面，充分运用数字
化手段，化解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困境，拓宽服务边界、
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满足数字化时代
居民对文化服务的新需求。运用数字技术搭建集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平台+微信社群+服务机器人”
于一体的线上文艺中心云平台，使公共文化服务
能够通过线上平台辐射更多居民。创新线上文化
服务活动，拓宽参与方式，使居民能够高效便捷
地参与。

模式方面，文艺中心打破纯由政府财政补贴
支持的运营模式和纯商业企业主体运营方式，以
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产品属性为前提，运营方
引入更多专业社会企业及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
括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内容创新与供给中来。在服务过程中，采取内
容、时段、空间菜单式的运营模式，从早上9时至
下午5时的公益时段，免费向居民开放，保证各项
活动与居民的正常文化生活需求；在非公益时
段，利用文化中心的场馆专业优势，对社会面进
行商业性开放，用作演出、会议、教学、团建等
场地，以商业性反哺公益性。这种“公益性+商业
性”互助融合运营模式，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保基本与重品质并行。

天北街道楼门文化建设和鼓励组建居民文艺
群团的实践，给城市基层善用文化建设助力社区
治理提供了许多启示。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基础
载体。当前，由于一些城市超大社区的强“城市
性”，弱化了居民社会关系，引发社区居住隔离、
道德系统和价值观体系难以塑造，在社区层面扭
转这种局面，需要推动形成“他治”与自治的良
性互动，促进社区融合。

在城市社区中，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增强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社区治理的“最大
公约数”？天北街道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缩
小社区治理单元，在楼门的实践单元中试行楼门
自治，附加相应保障制度，增加居民熟悉及交往
的可能，增强邻里关系，形成关系圈。二是通过
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带动形成更多类似于社区
事务的服务类、治理类的团体组织，尽可能地将
所有居民纳入不同的团体组织中，形成组织圈。
三是以社会信用体系的方式，规约社区不同主体
及社区居民的违规或不道德行为，强化人的主体
性自觉规范，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
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价值圈。四是在自治
基础上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共治契约，以正式或
非正式规则推进社区居民团结，形成团结圈。五
是增强对流动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服务意识，将
其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本地人与外来人融
合，形成融合圈。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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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做志愿者。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供图孩子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做志愿者。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供图 “天北之春”合唱团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排练。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社区居民朱燕展示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社区居民朱燕展示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