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凤凰社区
位于潍县中路以西、东方路以东，
宝通东街以南、胶济铁路以北，所
辖凤怡山庄、凤鸣郡2个小区，现
有居民2650户、11000人。凤凰社区
党委成立于2015年4月，下设2个党
支部，党员116名。凤凰社区曾荣获

“国家级无邪教创建先进示范点”
“省级文明社区”“省级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示范村”“省级远程教育规范
站点”“潍坊市旧村改造先进单位”

“潍坊市爱国卫生示范社区”“潍坊
市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

“潍坊市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潍
坊市四德工程先进社区”“潍坊市绿
色社区”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凤凰社区探索创设了
文化凝聚力工程，抓住孝德文化、
红色文化两条主线，成立孝老暖亲
志愿服务队、文明监督志愿服务
队、矛盾调解志愿服务队、法律援
助志愿服务队、科普宣传志愿服务
队五支队伍，开展了系列活动，既
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
粮，在寓教于乐中提升了社区文化
品味，又用红色文化教育引导居民
群众，忆苦思甜感党恩，进一步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社区
夯实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基石，逐
步转型成为文化氛围浓厚、服务功
能完善、群众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
型社区，成为高新区村庄转社区的
成功样板。

背景与意义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
下，社区治理现代化承担着重要使
命。从治理结构上来看，社区是个
体家庭与国家社会的枢纽，承接着
微观个体与宏观政策的对接。按照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探索创
新出了多个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区文化治理是在社区这个特
定的区域范围内引入文化作为杠
杆，引领社区各种主体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事务中进
行多方自由、平等、合作与共享的
一种社区发展新模式。社区文化治
理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将文
化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而不是治理对
象，凤凰社区走在前列。

社区文化内涵丰富，它是社区
居民在一定区域内经过长期的交往
逐渐发展起来的，逐渐形成极具特
色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念。社区文化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凤凰社区在孝德文化和红色文
化两条主线的基础上，推动社区文
化治理不断前进，形成“孝传乡
邻，德满凤凰”的社区精神，增强
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
社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社区组
织、经济、文化全面协调持续发
展；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建
立理想家园，营造文明环境，优化

社区秩序。

治理过程与创新点

近年来，凤凰社区坚持党建引
领，推动管理体制转型，加快建设
现代新型社区；同时，坚持文化聚
力，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村民向市民转变。在推动社区文化

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凤凰社区自身的
特色。

一是党建引领，固本培元。在
实践中，社区党建是强化党的执政
根基的落脚点和着力点。以社区党
建引领社区文化治理，动员驻区单
位参与社区文化治理，整合发挥社
区公共资源效能，形成阵地联建、
活动联创、信息联通的良好态势。

二是文化聚力，丰富居民精神
文化生活。社区党委始终把文化建
设作为提升居民素质、构筑文明和
谐家园的有力措施，大力弘扬“孝
德文化”和“红色文化”，倡树文
明新风。以“孝传乡邻，德满凤
凰”为主题，在小区内打造了孝德
文化长廊，制作孝德宣传栏；投资
60万元购置全彩LED电子显示屏，

每天定时播放孝德宣传片，组织举
办了“孝传乡邻、德满凤凰”孝德
文化艺术节、开展了“孝心代代相
传”有奖征文等活动，每年进行
“十佳孝星”“好媳妇”“好婆
婆”“和谐家庭”等活动的评选，
在社区内形成了孝老爱亲、尊老爱
幼的良好氛围。以弘扬“红色文

化”为主题，组织居民自愿捐款，
建设了社区红色文化广场，设立伟
人雕像和挂像；投资38万元对村史
馆、荣誉室进行合并改造，高标准
规划建设了凤凰社区乡贤馆；投资
50万元建设了农具展览馆；投资40

万元筹建社区科普创意馆；投资20

万元建设了社区广播站，坚持用红
色文化教育引导居民群众，忆苦思
甜感党恩。同时，社区还规划建设
了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舞蹈广场等文体活动场
所，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舞蹈
室、健身室、妇女儿童家园、邻里
图书室、棋牌室、书画之家等功能
室，成立了凤翔百灵艺术团、老年
合唱团、舞蹈队、篮球队等多支文
体队伍，定期组织开展活动，进一

步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三是居民参与，增强文化纽带
作用。在实践中，将社区文化作为
团结社区组织和居民的精神纽带，
注重培育社区文化品牌，注重提升
社区文化参与度，使居民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不断提升，社区形成了人

人参与孝老爱亲、尊老爱幼的良好
氛围。

效果及其分析

社区文化治理促进了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在整个过程中，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齐头并
进，最终实现三者的统一。

延续了社区的文化印记，满足
了居民的文化需求。以“孝德文
化”和“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社区
文化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尤其是老
弱病残鳏寡孤独等特殊居民对生活
的信心，并唤起社区居民热爱家
园、建设家园、维护家园的热心。
居民将社区作为家庭，将邻里看作
亲人，增强了归属感、责任感，培
养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抵制不
良文化，加强了人际交流和心灵沟
通，孝德文化内化于心；缅怀伟
人，忆苦思甜，提升了精神境界，
红色记忆留存心中。社区文化在不
同程度上满足了社区每个居民的精
神需要和情感需求。

创造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
实现了社区内外的共赢。社区文化
活动营造了社区高雅的文化艺术氛
围，提高了社区的档次，形成了社
区的格调，吸引了高档次的企业，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培育了
强有力的潜在的消费群体，提升了
社区居民的文化品位。2017年，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资产总额达
到3 . 8亿元，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8 0 0万元，股民人均年分红2 1 0 0多
元。在“孝德文化”的引领下，经
过努力，基本达到了“病有所医”
“ 老 有 所 养 ” 目 标 。 “ 病 有 所
医”，争取潍坊市中医院高新分院
在社区落户，已于2 0 1 6年1 0月奠
基，预计2 0 1 8年年底建成投入使
用，可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医疗
服务。“老有所养”，引进了潍坊
高新区敬老院、鹤祥安养中心等大
型养老机构，提供3000多张床位，
可为辖区老人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

提升了居民的环保意识，还原
了社区的绿色生态。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凸
显，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成为大家的共识。通过社区文化活
动的开展，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得
到提升，他们自觉保持社区清洁卫
生，主动维护环境绿化水平，社区
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作者单位：潍坊高新区新城街
道凤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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