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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更是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基层治理作为

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备

受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困难

和问题也浮现出来，这对基层工作的推进、协调地区经济

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阻碍。可以说，基层治理问题是一件

必须要解决好的事情，基层治理的水平直接与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相关、与党群关系相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

由此可见，解决好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不可谓不重要。近

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弘扬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传统

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因此，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是可

预见的必然趋势。

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具有必然性。利用好传统文化

这一工具，对基层治理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利

于基层文化建设。基层社区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居民的思想

意识觉悟和自觉性，有利于营造社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居

住环境。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重

要的智力和精神支撑，以及良好的配合度与施策氛围，对

推动区域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次，将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对解决文化传承问题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乡村文

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断层和缺失现象，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上

的遗憾，更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宝珠蒙尘，不能发挥其

意义和价值。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刚好能够弥补这种缺

憾，既能够完成基层文化的重塑，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

再次，从基层社区发展的长远角度考量，传统文化融

入基层治理对适应新型农村发展模式有着重要价值。将传

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之中，是适应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基

层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客观

需要。[1]优秀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是鱼与水的

关系，鱼唯有得水才能展现出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水因为

鱼的存在而更加生机勃勃。

创新和转化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基层治理有其内在的重

要性。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之中，是解决当前基

层社会出现的问题难题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什么

样的做法能够事半功倍、实现效果最大化，是我们需要进

一步探索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文化的发展就

必须适应社会变化。[2]关注传统文化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

创新和转化，不仅有利于当前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有利

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和谐发展，同时也要看到积极的探

究成果对其他地区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有借鉴的作用。

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探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人们对更加富裕的物质

条件的追求，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很多问题，邻里

不睦、结伴上访、道德滑坡，整体社会风气下降，社会氛

围正能量少而负能量多。各种问题的出现，使得基层工作

的难度递增，因此必须加以关注。

1、政治风气不再淳朴

部分地区社会政治生态有着恶化的趋势，上访告状

之风逐渐蔓延开来，甚至出现了有名的上访村，民风不再

淳朴，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生态环境，又继续引发一些干部

的作风问题，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究其原因，现在的许多

人，普遍没有敬畏心，因此就为一己之私自我膨胀、随心

所欲、任性胡为，而党委政府却没有必要的手段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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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治理中导入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关注传统文

化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不仅有利于当前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有利于维护

和谐的社会秩序，同时也要看到积极的探究成果对其他地区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具有

借鉴作用，助力解决基层治理的难题，推动基层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