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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滋养着社会治理的根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讲信修睦”的智慧、“扎根群众”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精神深植基层治理肌理，千年文脉化作滋养社会和谐的源头活
水，一幅以文化为底色的社会治理长卷正在新时代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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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

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

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和谐家园。”——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西

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

社区考察时指出。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

方……”夏日午后，悠扬的歌声

从青海省西宁市文亭巷社区传

出，“歌之缘合唱团”成员、65
岁的卓玛才仁用藏语领唱。

文亭巷社区是一个有着 2
万多人口，汉族、藏族、土族、蒙

古族等 10 余个民族聚居的社

区。社区有书法、舞蹈、曲艺等

文艺团队，大家在文化

交往中增进感情。

“卓玛，再给我们

唱一首吧！”排练间隙，

合唱团排练室欢声一

片。

卓玛才仁来自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治多县，退休后常住西

宁，在 2021 年加入合

唱团之前，离乡的生活时常让她

感到孤独。“和合唱团的伙伴一

起，不仅发展了爱好，也有了归属

感。”她说。

“唱歌是很好的交流方式，

合唱团成员来自不同民族，大

家用歌声增进了解、培养感情，

其乐融融。”合唱团负责人王红

梅说。

随着社区文化服务功能不

断完善，各类自发形成的文艺

团队成为文亭巷社区建设的一

道亮丽风景，编织基层文化治

理的经纬，浸润着居民的心田。

社区是服务群众、宣传政

策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文

亭巷社区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

社区各项文化节庆活动中，通

过选树“文亭名人”“石榴籽幸

福家庭”等先进典型，开展“兴

趣小组”“我们的节日”“百家

宴”等百余场活动，打造各族群

众一家亲的和谐家园。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促使各族群众形成一种认同

感、归属感。”文亭巷社区党委

书记李龚媛说，“我们用文化活

动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同时也

拓宽政策宣传覆盖面”。

【记者观察】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文化建

设是重要抓手。发展社区文

化、以文化润社区，有利于形成

团结互助的社区治理网络，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助力。文亭巷社区通过

构建文化空间、举办文化活动

等方式，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

流交融，有效拉近了社区居民

间的心理距离，形成认同感、归

属感，打造出各族群众一家亲

的和谐家园，是夯实社会治理

文化根基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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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新华社记者 刘菁 陈尚营 陈诺

“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

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

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

更加和谐。”——2024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安徽安庆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指出。

初夏时节，安徽安庆桐城市黄甲镇水岭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章生权正与工人忙于新路

的施工。“真不容易啊。”想起 4 年前第一次商量

修路的场景，他感慨道。

“凭啥我先让？”“地让了，路没修成，咋

办？”……章生权回忆，当时屋里的村民们七嘴八

舌，屋外还有人杵着不愿进来。

谁先让？怎么让？大伙儿莫衷一是，第一次

开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水岭村通村道路弯多坡陡、影响出行，修建

新路本是村民们共同的心愿。然而，如何赢得大

家的信任、劲儿往一处使，章生权想起 20 公里外

那个“六尺巷的故事”。

相传清代大学士张英在桐城的家人与邻居

吴家发生宅基纠纷，向张英写信求助。张英回诗

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此后，

张家主动退让三尺，吴家深受触动亦退让三尺。

六尺巷从此扬名。

六尺巷的故事让章生权深受启发。几个月

后，第二次村民“说事会”上，章生权开场便抛出

这个故事。针对大伙儿的顾虑，他还为每家每户

定制了补偿方案。“只要大伙儿愿意给路腾地方，

修不通，损失村里承担。”章生权拍胸脯说。

亮家底、掏心窝，门里门外的村民终于坐回

到一条“板凳”上：“干部为我们想‘三尺’，我们也

要回馈‘三尺’”。短短一个月，村民们不仅接受

了修路的决定，还主动提出菜地不要补偿、茶园

减少补偿。

“以和为贵，才能和气生财，这是老祖宗教给

我们的道理。”64岁的村民彭志苗说，新修的路基

从他家菜地旁经过，家里种的新鲜蔬菜一大早就

能运到城里卖。

自此，水岭村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这些年，

村里建起大棚，引进香菇产业。2024 年，村集体

收入超过百万元。

从 2021 年开始，桐城市推广社会治理的“六

尺巷工作法”，无论发展大事还是邻里小事，都在

“说事会”上商量。“我们在社会治理工作中，融入

‘六尺巷’精神，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让基层治理

工作更有底蕴。”桐城市市长刘存磊说。

【记者观察】从“争三尺”到“让三尺”，六尺

巷书写了礼让和谐、亲仁善邻的生动故事。一条

乡村新路的开辟，背后是和合文化基因的悄然发

力。从历史典故衍生为“六尺巷工作法”，六尺巷

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发

挥着独特作用。不只是在桐城，安徽黄山依古训

打造“作退一步想”工作法，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循

儒家文化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浙江台州建成“和

合街区”打造基层“和合善治同心圆”……和合文

化正在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基层治理中

更加鲜活，生长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文化根系。

“你们结合亲身经历，向市

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论，讲

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

化 ，这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事

情。”——2024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

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时指出。

“我岳父给我讲过一个解

放战争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

新。数十位妇女用自家门板架

桥，战士踩着乡亲们的肩膀过

河，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老杨

树·直播间”里，72 岁的宣讲人

郝建华说到动情处热泪盈眶。

今年 3 月 26 日，为了更广

泛地传播党的理论，“老杨树宣

讲汇”进行首场网络直播，郝建

华成为第一位直播宣讲者。屏

幕另一侧，120余名福建省厦门

市离退休干部、后备书记代表

集体线下收看，大家听得专注，

现场反响热烈。

“宣讲不光是讲道理，更是

在‘播种’文化的种子，如今‘老

杨树’可以通过直播将种子撒

向全国各地。”郝建华说。

成立于 2020 年 6 月的“老

杨树宣讲汇”，由长期工作生活

在上海市杨浦区的老干部、老

战士、老专家等组成。成员平

均年龄 73 岁，结合他们自身经

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

理论、讲城市发生的可喜变

化……年复一年，“老杨树宣讲

汇”的课程表不断“上新”，哪里

有需要，“老杨树”就把“讲台”搬

到哪里，把党的理论送到哪里。

“你们是有贡献的劳动

者！不仅是为百姓的幸福生活

‘跑腿’，更是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跑腿’。”在一

次面向快递员的讲座中，宣讲

人的动情发言，打动了台下的

听众。那场宣讲后，多名快递

员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牢记嘱托、退而不休。近

5 年来，“老杨树宣讲汇”累计

开展宣讲超 3000 场，线上线下

覆盖听众约 100万人次。

“基层治理要做到凝聚力

量、树立信心，希望千万棵‘老

杨树’连成片，让信仰的根系滋

养整座城市。”郝建华感慨道。

【记者观察】“老杨树宣讲

汇”牢记嘱托，把根扎进基层土

壤，将党的理论、政策话语、城市

精神融入“家门口的故事”，用接

地气、有生气、富有吸引力感染

力的大众话语，打通党的创新理

论通向群众的传播路径；通过传

播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

化，为城市治理凝心聚力。在上

海，“老杨树”已成为一个精神符

号，他们以“一尺讲台”为圆心，

将宣讲延伸到城市各个角落，架

起社会治理与基层实践的桥梁。

文化之声滋养城市善治根系

文化活动凝心聚力共筑家园

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

文亭巷社区，“歌之缘合唱团”在排练。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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