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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社区新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研究

金桂兰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　 要:分析了新市民阶层发展现状以及辽宁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能满足新市

民阶层文化需求的现实情况ꎬ提出了加强辽宁省社区文化建设ꎬ满足新市民阶层文

化需求的措施:建立新建城镇的社区文化服务机构ꎬ加强新建城镇社区文化管理ꎻ
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尤其是新建城镇社区的文化活动ꎻ搞好城市社区文化产业ꎬ促进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ꎬ满足辽宁城市社区居民包括新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ꎬ让新市民阶层共享城市社区文化发展成果ꎻ着力建设好社区文化人才队

伍ꎬ进而满足新市民阶层文化需要ꎬ推动辽宁城镇化进一步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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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ꎬ城镇化的步

伐加快ꎬ大量农村人口外流ꎬ辽宁新市民阶层

不断扩大ꎮ 新市民阶层在经济条件得到改善

的同时ꎬ其文化生活需求亦不断提高ꎮ 但是

城市社区公共设施供不应求ꎬ城市社区公共

文化服务不到位ꎬ难以满足新市民阶层的文

化需要ꎮ 因此ꎬ如何大力发展辽宁城市社区

文化ꎬ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新市民阶层ꎬ是各

级政府在城市文化领域的社会治理中应该着

力解决的问题ꎮ

一、新市民阶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不应忽略的群体

　 　 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ꎬ 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ꎮ” [１]这是对做好文化工作的根本要求ꎮ
辽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亦不应忽略新市民阶

层对于文化生活的新期待ꎮ

首先ꎬ辽宁新市民阶层队伍不断壮大ꎮ
所谓新市民阶层ꎬ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ꎮ
笔者论及的新市民阶层专指当前城市化进程

中ꎬ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新增城镇人口和

进城务工 ６ 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ꎮ 随着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ꎬ辽宁城镇人口 ２０ 年

来持续增长ꎬ１９９３ 年城镇人口 ２ ０７１. １ 万人ꎬ
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 ２ ９４４. ４ 万人ꎬ平均每年新增

城镇人口 ４１. ５９ 万ꎮ ２０１５ 年ꎬ辽宁省城镇化

率已经达到 ６７. ０５％ ꎬ在全国省区中位列第

二[２]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颁发的«辽宁省新型城

镇化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ꎬ确定了辽宁

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辽宁省城镇

化率达到 ７２％左右ꎬ全省将解决 ５００ 万存量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 ３００ 万人的棚户区和

城中村改造以及 ３００ 万新增人口城镇化[３]ꎮ
除了新建城镇中的新市民外ꎬ还有大量农村

人口进城务工ꎬ据统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辽宁省



第 ２ 期 金桂兰:辽宁城市社区新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研究 １７７　　

农民工总人数从 ４２７. １ 万人上涨到 ５５９. ４ 万

人ꎬ增加 １３２. ３ 万人[４]ꎮ 随着辽宁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以及大量农村人口迁移ꎬ形成了规

模庞大的新市民阶层ꎮ
其次ꎬ新市民阶层有效融入城市需要精

神文化的引领ꎮ 新市民阶层是在农民向市民

转化过程中产生的ꎮ 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ꎬ
从田间走入街道ꎬ不仅需要适应城市的物质

文明、生活方式ꎬ而且也需要快速融入城市ꎮ
尤其是农民工ꎬ他们的先赋性身份是农民ꎬ入
城后ꎬ其职业身份是产业工人ꎬ成为我国工人

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我国制造业工厂、城
市建筑、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主力

军ꎮ 他们迫切想融入城镇ꎬ但又很难逾越制

度、文化之墙ꎮ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ꎬ
融入了社区就等于融入了城市ꎮ 社区文化作

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ꎬ应该发挥文化

的高度渗透作用ꎬ对新市民阶层进行精神引

领ꎬ让新市民阶层通过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

文化活动ꎬ增强对本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ꎬ
亦提高新市民阶层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文明素

质ꎬ帮助新市民阶层真正快速融入城市ꎮ
最后ꎬ新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日

俱增ꎮ 新建城镇的新市民阶层ꎬ随着经济生

活的逐步改善ꎬ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要得

到满足之后ꎬ旅游、娱乐、健美、交往以及提高

自身素质等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ꎮ 而入城

务工的新市民阶层ꎬ因其物质生活的相对贫

困ꎬ往往愿意前往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书店、
美术馆、音乐厅、体育馆、青少年(儿童)活动

中心、动植物园、咖啡厅、电影院、茶馆、酒吧

等消费能力有限的公共文化空间ꎬ而城市社

区有限的文化资源又因户籍制度限制而将其

排斥在社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外ꎬ导致入

城务工的新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相对单调ꎬ娱
乐方式单一ꎮ 据调查他们的文化消费金额最

多的是上网费ꎬ技能考试报名和培训费次之ꎬ
舞厅和游乐园再次ꎮ 因此ꎬ亟需将入城务工

的新市民阶层纳入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ꎬ搭建其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平台ꎬ丰富他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ꎬ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ꎮ

二、社区文化发展不能满足新市民阶层

的需要

　 　 近年来ꎬ辽宁省及各市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

趋完善ꎬ但新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依然难以

得到满足ꎮ
第一ꎬ新市民阶层无法充分使用公共文

化设施ꎮ 我省城镇化发展迅速ꎬ但新建城镇

社区文化建设不能令人满意ꎮ 有些新建城镇

和城中村、棚户区的文化站、社区多功能活动

室、社区广场、图书馆等“基础设施落后或缺

乏”ꎬ新市民阶层无可使用的公共文化设施ꎮ
有些混居在文化设施齐全的社区的农村迁移

人口ꎬ又因在社区中的尴尬身份ꎬ不能充分使

用公共文化设施ꎮ
第二ꎬ新市民阶层参与文化生活的自觉

性不够ꎮ 一般来说ꎬ文化设施齐全的社区ꎬ市
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也高ꎻ文化设施匮

乏的社区ꎬ市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意识也较薄

弱ꎮ 再加上新建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举

办次数少”以及“公共文化资源宣传力度不

够”ꎬ导致新市民阶层缺乏参与文化生活的

自觉性ꎮ
第三ꎬ社区文化事业的投入偏低ꎮ 目前ꎬ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有限ꎬ与其他行业相

比投入较低ꎬ文化事业的发展仍然会受到资

金不足的制约ꎮ 辽宁省文化事业费总量虽然

每年在不断增长ꎬ但人均水平有限ꎬ文化事业

费占辽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小ꎬ新建城区

和城中村、棚户区等新市民阶层聚居的社区

文化事业投入也不理想ꎮ
第四ꎬ社区文化产业不发达ꎮ 目前ꎬ辽宁

社区历史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不够ꎬ地方特

色文化资源仅限于表面的开发利用ꎬ文化资

源商品产业化的经营转化不足ꎮ 辽宁省是个

多民族集聚区ꎬ有 ４０ 多个民族ꎬ各民族都具

有自己悠久的民族文化ꎬ遗留了众多的文物

宝藏和丰富的民族历史遗迹ꎮ 其中 ６ 处重要

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５]ꎮ 社区内的园

林、庙宇、名胜古迹、江河湖海的历史、民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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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文献资料和影像资料不计其数ꎮ 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ꎬ已普查出

“奉天落子、鞍山二人转、东北大鼓、千山寺

庙音乐、满族民间故事、笙管乐、海城高跷、盖
州高跷、朝鲜族农乐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 １ １１３ 项ꎬ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物馆、陈列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及培训基

地 ６６ 个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众多ꎬ如著

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李秀媛、刘兰芳、单田芳、
赵本山、田连元等近 ４００ 人” [６]ꎬ至 ２０１７ 年辽

宁已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６７ 项[７]ꎮ
许多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

化ꎮ 社区内保存着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化艺术

形式的发展史、艺术成就和艺术作品ꎬ如乐

器、技巧、道具、文字、音响、图像资料等ꎬ特别

是各民族的文化典籍ꎬ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达斡尔族的“乌钦” 、“满族

说部”、鄂伦春族的“莫苏昆”、赫哲族的“伊
玛堪”、蒙古族和锡伯族的叙事长诗、朝鲜族

和回族的神话传说、俄罗斯族民歌和鄂温克

民歌格律等[８]ꎮ 这些各民族文化的承载物ꎬ
只有被有效开发和利用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

其自身价值ꎮ
社区文化建设离不开专业的人才ꎬ社区

文化产业的经营离不开具有真知灼见的经营

性人才ꎮ 辽宁省社区文化系统缺乏结构合理

的专业人才队伍ꎬ亟需培养一批既精于文化

经营和管理、熟谙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又擅长

产业策划、制作和文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ꎬ以
推动辽宁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ꎮ

三、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意义

社区文化大发展能够促进新市民阶层整

体素质提高ꎬ进而推动辽宁省城镇化的全面

实现ꎮ
第一ꎬ社区文化大发展ꎬ有助于实现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ꎮ 辽宁省把坚持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ꎬ全面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文化强省战略的一个

重要目标ꎮ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ꎬ出现了居住

在新建城镇、从农民转化来的新市民以及进

城务工的新市民ꎬ他们作为城市中一个特殊

的群体ꎬ在为城市建设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ꎬ
却未能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城市文化发展的

成果ꎮ 大力发展辽宁城市社区文化ꎬ为社区

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ꎬ可以满足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ꎬ使文化发展真正地惠

及全部社区民众ꎬ尤其是新市民阶层ꎬ此乃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题中应有

之义ꎮ
第二ꎬ社区文化大发展有助于推动新增

人口市民化ꎮ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ꎬ
人的城镇化意味着新增城镇人口的市民化ꎮ
而辽宁省城镇化发展快速ꎬ不允许等待村民

具备了市民素质后再走进城市ꎮ 因此ꎬ随着

大规模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及大量农

村人口进城务工ꎬ辽宁城镇新市民阶层的城

市融入问题开始凸显ꎮ 要使新市民真正融入

城市不仅要满足其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ꎬ更
重要的是使其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真正融入城

市生活ꎮ 这既需要新市民阶层通过自身努力

改变旧有观念积极融入ꎬ也需要政府通过相

关政策及措施进行引导和推动ꎮ 发展社区文

化ꎬ让新市民阶层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

社区文化活动ꎬ既有利于提高新市民阶层的

综合素质ꎬ也有利于加强新市民阶层和城市

居民的沟通和交往ꎬ有助于新市民阶层成功

实现身份转型ꎮ 城镇新增人口成功市民化亦

能推动辽宁省城镇化得以真正实现ꎮ
第三ꎬ社区文化大发展有助于推动城市

的现代化ꎮ 文化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体

现ꎬ任何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城市文

化的发展ꎮ 社区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是文化兴城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

容ꎮ 社区文化发展对于提高城市的文化品

位、唤醒群众的文化意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

要作用ꎮ 要正确引导城市发展、科学提高城

市品位ꎬ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城市社区文化建

设ꎬ以形成和建设各自的文化特色ꎮ 同时ꎬ城
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和

体现者ꎬ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ꎬ市民的素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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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形象ꎮ 因此ꎬ发展社区

文化ꎬ使新市民阶层不断增强城市意识、法治

意识、开放意识及现代生活环境意识ꎬ才能促

进新建城镇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ꎬ促使新市

民阶层形成浓郁的崇文意识、健康的心态以

及良好的行为习惯ꎬ逐步实现城市现代化ꎮ

四、促使社区文化建设成果惠及新市民

阶层的措施

　 　 贯彻落实辽宁文化强省战略ꎬ必须整合

我省文化资源ꎬ促进辽宁社区文化大发展ꎬ让
新市民阶层共享城市社区文化发展成果ꎮ

首先ꎬ建立新建城镇的社区文化服务机

构ꎬ加强新建城镇社区文化管理ꎮ 以政府为

主导ꎬ制定政策推动和引领各种非政府组织

参与新建城镇社区文化建设ꎬ共同组织和协

调新市民阶层的思想教育及文化活动ꎮ 结合

各新建城镇社区的具体情况ꎬ制定切合各社

区实际的文化发展规划ꎬ使辽宁新建城镇社

区文化的管理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ꎮ
加大对新建城镇社区的硬件建设ꎬ如文化站、
社区多功能活动室、社区广场、图书馆等城镇

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ꎮ 尤其应该启动棚改新

社区文化设施配套工程ꎬ包括文化娱乐场所ꎬ
电教设备、居民学校、会议中心等学习场所ꎬ
体育设施、卫生服务站等公共设施的建设ꎬ满
足新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和学习娱乐等需要ꎬ
不断加强新建城区和棚改新区的公共文化体

系建设ꎬ为聚居于此的新市民阶层提供精神

食粮ꎮ
其次ꎬ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尤其是新建城

镇社区的文化活动ꎮ 文化工作者应以城镇社

区文化站为龙头ꎬ以社区街道、居委会以及所

属辖区各单位文化活动场所为阵地ꎬ为新建

城镇社区居民搞好文化服务ꎬ利用新市民阶

层喜闻乐见的载体引导新市民阶层积极参与

社区文化活动ꎮ 社区是新市民阶层共同生活

的家园ꎬ一方面ꎬ可以把科教、文体、法律送进

社区ꎬ丰富新市民阶层的业余文化生活ꎬ满足

其文化需要ꎻ另一方面ꎬ通过丰富的社区文化

活动可以解决新市民阶层与市民间互不往来

的问题ꎬ帮助新市民阶层尽快地融入城市ꎬ增
强其对本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例如:组
建社区艺术团和舞蹈队ꎬ开办老年书法绘画

展、营养保健和老年常见病的防治讲座、百姓

讲坛ꎬ为新市民阶层进行“月嫂”、家政、手工

编织、计算机等职业技能培训ꎮ 最后ꎬ提出社

区传统工艺振兴实施意见ꎬ编制社区传统工

艺振兴目录ꎮ 辽宁省文化遗产丰富ꎬ拥有满

族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 ６ 项ꎻ海洋号子、辽宁

鼓乐等传统音乐 ８ 项ꎻ高跷、龙舞等传统舞蹈

８ 项ꎻ评剧、皮影戏等传统戏剧 ９ 项ꎻ东北大

鼓、东北二人转等传统曲艺 １１ 项ꎻ剪纸、满族

刺绣等传统美术 １１ 项ꎻ传统技艺 １ 项、传统

医药 １ 项、民俗 ５ 项[９] 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ꎮ 把这些文化遗产引进社区ꎬ既能丰

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ꎬ也有助于传统文化

遗产在民间的保护、传承和发展ꎮ
再次ꎬ通过搞好城市社区文化产业ꎬ促进

文化与经济的结合ꎬ满足辽宁新市民阶层不

断增长的文化需求ꎮ 要优化配置省内文化资

源ꎬ不断创新文化体制ꎬ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格局ꎬ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ꎬ使文化产

品多元多样且更贴近辽宁城市社区生活ꎬ进
而引发社区居民的共鸣ꎮ

辽宁文化资源丰富多彩ꎬ并具有鲜明特

色ꎮ 既有红山文化、辽金文化、清前文化等古

代文化ꎬ亦有抗联文化、鞍钢文化、雷锋文化

等近现代文化ꎬ为其他省所不具ꎬ地域优势突

出ꎮ 如鞍钢有享誉中外的“鞍钢宪法”精神

和崇尚先进的英模文化ꎬ６８ 年来ꎬ鞍钢共产

生了 ９ ８００ 多名先进典型人物ꎬ如郭明义、李
超等[１０]ꎮ 辽宁有 ４０ 多个民族遗留下来的物

质、非物质文化遗产ꎬ但由于资源整合开发不

够ꎬ没有形成发展合力和辽宁文化影响力ꎮ
加大辽宁社区文化建设ꎬ以科技为支撑ꎬ以社

区文化产业为龙头ꎬ以文化创新为发展动力ꎬ
健全和完善文化体制机制ꎬ加大资金投入ꎬ推
动辽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ꎬ可以

满足城市居民文化需求ꎬ尤其是新市民阶层

的需求ꎮ
最后ꎬ要加强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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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人才ꎮ 辽宁各市都要

加强社区文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ꎬ着力培养社

区文化建设的积极分子ꎬ充分调动那些具有文

化专长的社区居民的积极性ꎬ聚集一批优秀的

社区文化人才ꎮ 以专业队伍为指导加强城镇

社区文化建设ꎬ以骨干队伍为支撑推动社区文

化进步ꎬ以群众队伍为主体促进社区文化发

展ꎬ不断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ꎮ

五、结　 语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ꎬ辽宁新社会阶层的

队伍还会不断壮大ꎮ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的同时ꎬ新市民阶层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求也会随之不断提高ꎮ 因此ꎬ为新市民阶层

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ꎬ加强

对新市民阶层的教育和培训ꎬ满足新建城镇

的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需求ꎬ将是

城市社区文化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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