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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进一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平台,也是具体多

样的文明实践行动。 “文明化”行动的主要条件为:(1)要顺应时代的文明进程提出文明建设的内容;(2)要发挥

社会网络在文明化中的重要作用;(3)要重视基层群体在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同步变化;(4)要在提升基层群体

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实现文明化。 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这些认识基础上高效快速地打造了三级服务阵地和

活动平台,开展了“进村入户面对面、文明实践手拉手”活动,打造了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品牌,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也存在缺乏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思维和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社会网络在传播文明行为中的关

键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应在宏观设计、中观管理、微观操作、项目运行四个方面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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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6 日,中央深改组研究通过《关于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首次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文件要求“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

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提升人民精神风貌”。 在具体内容上,主要包括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

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2018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

社会文明程度”。
在全国多个县市试点之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开始在全国开展。 本文所调查的南京市江

宁区在 2018 年 12 月份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联席制度,2019 年 1 月初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动员大会, 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

牌,成为南京市的第一家。 本文在调查分析这一案

例的基础上,综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多次精神文明建

设事件的研究,应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
lias)所提出的“文明化”理论,深入讨论了精神文明

建设的本质、机制与路径。

一、“文明”东渐背景下的历次精神文
明建设

　 　 埃利亚斯简明扼要地区分了文明与文化两个

概念,他认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

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
进”的东西[1]。 “文化”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

品。 “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

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与之相反,
“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 文明(civi-
lization)一词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兴起与流

行。 依据 civilization 这一概念,西方建立起世界“文
明阶梯”的社会发展图式,形成了“文明社会” “半
文明社会”“野蛮社会”的分野。 由此,“文明”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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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开始东渐传播,并从不同途径传入中国。 1896 年

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上的大力

推介,这一概念才真正为中国人所知晓并逐渐

接受[2]。
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在全社会推动以“文

明”为核心的行动,比如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改
革开放初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活动。
虽然这些行动的主导者、内容和方式有差异,但通

过“自上而下”地传播某些“文明”理念、规范和行

为却是相同的。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导

的以系统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的社会改良行

动,从 1934 年到 1949 年,历时 15 年。 研究者认为,
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将“礼义廉耻”作为主要道

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提升民众日常规范、改善社

会环境而倡导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和强制约束力

为特征的重要社会运动[3]。 对于运动的效果,总体

评价认为,“这种以政府主导的推行系统对于新生

活运动有利有弊,难以达到预设的社会动员效

果。” [4]对于新生活运动效果有限的原因,研究者认

为一方面是在运动的实施方法上,南京国民政府在

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

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

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

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5];另一方

面是因为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

“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
镜像,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

法真正动员民众[6]。 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在一些

具体层面,新生活运动还是采取了有效的传播方

式,取得了一些成效。 例如,新生活运动期间家庭

卫生观念与知识的传播主体主要是具有西医背景

的医师和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对于更新和变革时人

的家庭卫生观念与知识有一定效果[7]。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这场精神

文明建设行动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效,全国组成 50
多万个青少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在城乡开展“为
您服务,助人为乐”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称

赞。 研究者认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本质是

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当前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够提供有益借鉴[8]。
还有的研究提出,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对新时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仍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9]。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精神文明行动

的基本过程、影响因素和效果,但由于缺乏深入的

理论分析框架,通常只能就事论事,较少形成更具

指导价值的规律性认识。 为了系统分析和总结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

的内在机制与制约因素,本文将应用著名社会学家

埃利亚斯的“文明化”或文明的进程理论提出改进

和完善的思路。

二、“文明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分析
框架

　 　 埃利亚斯被称为 20 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21 世纪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文明的进程》
曾经风靡西方世界,一时掀起埃利亚斯热。 就其主

要讨论的“文明化”理论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文明的形成有其阶段,有方向,但却是没

有计划的。 埃利亚斯认为,从长期来看,文明的进

程是有方向的,朝着人的情绪愈益得到控制、社会

愈益整合的方向前进。 不过,虽然每个人都有目标

和计划,但文明演变的方向和过程却取决于个人目

标和意图的相互交织。 由此,文明进程有时是浪潮

式的奔涌,有时却又是退潮;前进有之,后退有之,
但总体却是摇摇摆摆向前挺进。 这一文明进程观

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是,需要有长期眼光,宏
观把握时代的突出问题与发展潮流,才能够有针对

性地助推文明的进程。
第二,“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性”是推动文

明的内在力量。 埃利亚斯认为,日益密切的社会协

作是接受文明行为的基础。 这是因为,随着功能分

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链条也会

越来越长。 这样的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以

调解的、可以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链条就会

运转不灵。 “下层的本能规范,行为模式,其整个的

仪态,随着其在整个分工网络中的职能的重要性不

断增加,愈益接近其他集团的仪态,特别是愈益接

近中产阶层的仪态,其部分的自我强制与禁忌不管

是出自从其自身阶层‘跳出来’的渴望,还是出自对

其先前所缺少的某种较高威望的追求,也可能是因

为其对情绪联结与持久的远大眼光的社会依赖性

还没有达到同时的上层那种必要抑或可能的

程度。” [10]

第三,“文明化”的行为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

两种进程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文明的进程》的
副标题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研究”。 所谓“心理

发生”是指包括举止表情、心理结构、情感表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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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个性结构的长期发展,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
而“社会发生”是指社会结构的长期发展,即社会在

等级、阶级、阶层方面的差异、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

结构的变化。 埃利亚斯提出,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

作为文明进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

存的关系[10]。 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

翻转过来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
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

第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文明成功传播的

重要条件。 埃利亚斯认为,人的行为举止,有文明

与不文明,上层和下层之分。 首先为行为调节新潮

所感染的总是社会的上层,知识在以后他们雅致的

行为方式才耗散于中层和下层。 不过,这种扩散是

有条件的。 “文明标准每一次对另一阶层的传播浪

潮都是与该阶层的社会力量的增长,与其生活水平

和比其高的阶层的生活水平相接近,或至少与其生

活水平朝此方向上提高联袂而行。 为了培养和保

持更为稳定的超我机制,以前需要,现在也需要相

对高的生活水平和高度的安全感。” [10]

第五,个人需求与社会要求相协调一致是文明

的“最佳均衡状态”。 埃利亚斯将这种“最佳均衡

状态”称之为“幸福”或“自由”。 实现这一状态的

条件是,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

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限制于必要的禁律,
以保持社会功能的高度多元化,很高的生活水平,
保持工作的高效率[11]。

综合上述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的主要论述,
可以抽象表现为一个总体模型(见图 1)。 从这个

模型中,我们可以提出“文明化”或精神文明建设成

功的主要条件:(1)要顺应时代的文明进程提出文

明建设的内容;(2)要发挥社会网络在文明化中的

重要作用;(3)要重视基层群体在心理结构与社会

结构的同步变化;(4)要在提升基层群体收入水平

的过程中实现文明化。
从这四个条件,我们可以明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微,主要是因

为没有发动群众的网络关系,没有重视群众心理的

自愿转变和持续提升群众的收入水平。 相反,20 世

纪 80 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运动

之所以成效显著,就在于精准把握了当时人生观、
价值观的突出问题,广泛发动了群众特别是青年人

的参与,重视对群众心理上的引导。 在生活水平持

续改善的背景下,全社会形成了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 借鉴这些历史案例,我们应用这一模型框架和

基本要求对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的

成效与有待改善的地方进行初步分析。

图 1　 “文明化”的机制与进程

三、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进展与初步成效

　 　 江宁区积极高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区级层面建立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街道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社区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纵向管理上厘清

了管理体制。 区、街和社区都行动起来,开展各类

活动 5 000 多场,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来,在江宁区营造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氛围。 从总体来看,江宁文明实

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紧扣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围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

精神文明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样做等问题,以全

区域为整体,以区、街道、村(社区)三级为单元,以
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打通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运行机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工作机制、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引导机制;整合人员队

伍、资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把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打造成兼具思想政治引领、传播党的声

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提供惠民服

务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宣传教育阵地。
具体而言,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取得

的成效主要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1)高效快速地打造了三级服务阵地和活动平

台。 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总体来看行动非常迅速,
从调研到部署,从文件发放到行动落实,非常迅速

地完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整体统筹工作,区级依

托融媒体中心建立了区级平台,各个街道建立了服

务所,社区也建立了服务站。
(2)开展了“进村入户面对面、文明实践手拉

手”活动。 在此项活动中,坚持领导带头、全面覆

盖、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通过志愿服务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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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化运作,实现文明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制
度化。 把科学理论送上门,把党的政策送上门,把
主流价值送上门,把文明生活方式送上门,把群众

生产生活需求带回来,把群众困难诉求带回来,促
进各项工作落实、促进群众满意提升。

(3)打造了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品牌。 江

宁区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助推创新创业、培育新型

农民、服务新江宁人、关爱弱势群体四个具有地域

特色的实践品牌。 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简化审批

环节、优化落户政策、强化创业孵化辅导,合力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新型农民方面引导和培训返乡

创业者、拆迁安置农民、经营大户等群体,提升发展

理念、增强实用技能、投身乡村振兴;服务新江宁人

方面打造审批最快、效率最高、服务最好办事流程,
指定发放江宁生活指南,让新江宁人创业更省心、
生活更舒心;在关爱弱势群体方面织密兜牢因病因

灾返贫、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群体民生底

线,使得江宁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4)调动了广大干部和部分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 以禄口街道为例,南京市江宁禄口街道坚持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不搞

花架子”、不铺张浪费的原则,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设在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茅亭社区成为

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社区的基础上,明确城

市型试点社区和农村型试点社区,初步建立了 1 个

实践所、30 个实践站、N 个实践点的三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网络[12]。
(5)社会组织等文明实践力量初显效能。 现在

街道、社区和他们合作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活动

越来越多,未保、为老、志愿、专业、综合性的社会组

织都参与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新时代文明实践

参与力量日益多元,激发并逐步调动了多方的力

量。 同时,各街道、村(社区)参照五大实践平台类

别,依托基层干部、乡贤、社区骨干等人员,组建了

相关志愿服务队。 部分街道、村(社区)注重发挥公

益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将志愿服务与

社会治理网格化等有机衔接,精准对接服务需求,
推动社会志愿服务向常态化、平台化、专业化发展。

(6)初步营造了文明实践的服务氛围。 服务场

所悬挂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街道层面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社区层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标识标牌以及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 LOGO 都已经设计好并打造完成,在群众生活中

营造了文明实践的氛围,走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的第一步。

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过程中,江宁区

也采取了许多有特色的做法。 一是采取社会化的

运作方式。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运营

由管理责任主体负责,可以组织志愿者自我管理或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化运作方式,由有资质的

社会组织承接运营,并签订协议书,鼓励各级职能

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点)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二是采取讲、选、助、办、
育、连多种方式。 结合基层党员冬训、文化与文明

讲坛、社科理论基层行、百村巡讲等活动采取群众

点单与志愿者接单相结合方式,组织志愿者和群众

讲文明;依托“1 + N”精神文明建设推选活动,树立

典型,表扬先进,营造“大爱江宁文明新城”的浓厚

氛围;围绕七助项目,对社会弱势人群进行帮扶;结
合农时、节庆,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对新江宁人加

强培育和服务,让新江宁人感受到“来了就是江宁

人”的博爱包容氛围;联动各个部门,协同推进,让
文明实践无处不在。 三是强化“互联网 + ”思维进

行传播。 依托区融媒体中心,强化“互联网 + ”,采
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推送,以新媒体形式及时

呈现文明实践的服务内容和效果。

四、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人的行为举止,有文明与不文明、上层和下层

之分。 应用“文明化”的理论模型,我们发现,由于

试点时间不长,在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建设

和运行上也表现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思维和具有时

代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应对

社会大发展时期新要求的战略行动,也是顺应时代

文明浪潮的主动行为,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的。 在有些领导干部看来,快速出成效很重要,因
此,有些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变成了硬件的比拼,
因为硬件建设得好容易展现工作成效,大家都愿意

在这方面花大力气。 同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研

究和总结,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把握不

够,在宣传活动中不够精准,缺乏本土的文明实践

话语体系和接地气的实践口号的提炼和挖掘。
(2)社会网络在传播文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还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充分调动

党员和群众参与的活动,在运行中写在文件上的部

门、人员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投入到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的人员很少。 在实施环节我们发现,基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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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部门在唱独角戏,群众没有动起来,“N”个

队伍是否能够长效自主运转也是一大挑战。 同时,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居住也越来越集中,但是心

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群众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性

越来越低。 所以,文明实践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发

动、调动群众的问题。 没有群众的参与就无法凝聚

群众,群众没有凝聚起来就不好引导群众,没有对

群众的引导就无法以文化人,最后难以实现成风化

俗的转变。
(3)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对群众心理需求的有效

做法。 群众的心理变化主要是通过日常的服务和

活动空间来实现。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先有文明才

有实践,单有硬件设施无法快速唤醒文明行为,还
需要政府部门发挥带头作用,立足实际,切实关心

群众需求,以居民所需建立街道层面品牌志愿服务

项目,做好有温度有情感的宣传工作。 每一名党员

都是一面旗帜,要挖掘生活在此地的党员,他们对

社区的情况较为了解,需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参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在空间建设上,有些实践站点

并不是服务群众的场所,反而变成了展览馆、博物

馆,大部分都是上墙的展示和高科技的设备,造成

文明实践的符号化,没有居民的参与和融入,阵地

变成文明实践自我展示的场所。
(4)提升群众收入水平的项目缺乏专业能力支

撑。 虽然江宁着力助推创新创业、培育新型农民、
服务新江宁人、关爱弱势群体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

实践品牌,这些实践品牌将推动群众收入水平的持

续提升。 不过,就现在各社区的专业能力来看,缺
乏真正将实践项目推动成功的条件。 文明实践中

心提出建立建好用好“需求库”、建好用好“项目

库”,从操作层面来看,离开专业团队的运营,这是

很难实现的。 需求库需要对群众的需求通过科学

的研究方法做详细调研梳理,真实反映居民的需

求,这是我们所有项目的起点。 项目库是一项系统

工程,包括设计、实施、监督、评估、宣传等一系列内

容,需要按照项目的内容要求开展服务,才能达成

项目的成效。 没有专业团队,缺失项目管理思维,
建立项目效果反馈机制也无从谈起,没有第三方评

估,服务成效就很难提炼。

五、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策略

　 　 依据“文明化”理论的认识,我们认为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上,不仅需要紧紧围绕基本原

则和内容展开,还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大胆地尝试

和探索,还要发挥社会网络在文明化中的重要作

用,这样才能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
可以在宏观设计、中观管理、微观操作、项目运行四

个方面逐步完善。
(一)在宏观设计层面,突出对新时代文明进程的鲜

明定位

　 　 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战略部

署,将文明实践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落细、
落实,突出思想价值引领,实现整合资源配置、精准

务实高效、志愿服务提升、常态持续长久;将党的建

设各项工作,与文明实践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实践中确保动员到位;用好党员各类服务平台,
形成文明与党建双向提升的格局;扎实推进,提炼

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实践口号。
(二)在中观管理层面,发挥社会网络的文明传播作用

　 　 “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性”是推动文明的

内在力量,建议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政策讲清楚、
讲明白,帮助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策;
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坚持开展移风

易俗,组织开展好婆婆、好儿女、好邻里等家庭角色

推选,培育“美丽江宁人”、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激
发群众参与活力,增强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

性;增强群众的话语权、评判权,以群众拥护不拥

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

标准,看群众是真参与还是“被参与”、是真满意还

是“被满意”,把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

率、参与率、满意率作为检验试点成效的重要依据,
不关起门来搞自我评价、自我认可。
(三)在微观操作层面,满足群众的内在心理需求

“文明化”的行为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两种

进程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重视基层群体在心理

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同步变化,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需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心中的榜

样。 志愿者要承担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责任,
让文明实践有支撑、可持续,激发老百姓传统的道

德情感,让群众去做群众工作,人人都当志愿者,从
而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有长的内生动力。 在此基础

上,规范志愿者招募和管理,探索志愿服务项目社

会化运作模式;建立和改进志愿者实体化激励与管

理机制;培育志愿文化,促进社会认同[13];建立接

地气的文明实践站,从设计理念、内部软装、功能布

局、活动桌椅、日常管理等方面都要接近群众,营造

开放、共享、互助的服务氛围;做好实践阵地统一规

划和设计。 阵地活动的主体是居民,而不是政府部

门,可以借鉴商业综合体的一些设计理念,居民怎

么方便怎么设计,居民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而且

要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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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项目运行层面,重视对群众创业与增收的

落实

　 　 探索建立“社工 +志愿者”等多种方式,建立专

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 区级、街道选择专业运营

团队,社区选择本地化的服务团队,建立政府部门

之外的多方参与体系,政府部门偏重管理和方向的

把握,运营团队负责实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建立分工明确,参与多元,办事高效的服务团队。
对于资金需求量大或者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可
采取志愿服务项目社会化运作。 建议按照政府购

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思路,一方面,可以有计划地通

过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服务组织评选活动,采
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项目和组织给予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设计志愿服务项

目,面向志愿者组织进行项目发包,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或期限届满后,引入包括大众评估在内的第三

方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的结果,提供资金支持。
另外,可以对有潜力成为品牌实践项目进行重

点打造,在智力和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用 1 ~ 2 年时

间逐步培育出有一定影响,行业标杆性的文明实践

项目。

参考文献:
[1] 　 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第一卷(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M]. 王佩莉,译. 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3.

[2] 　 张江华,杨杨. 晚清时期“文明”概念在广西土司地区的传播

与实践[J] . 民族研究,2018(3):64 75.
[3] 　 李雷. 20 世纪 30 年代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对民众生活影响初

探[J] . 理论观察,2019(1):69 73.
[4] 　 艾萍. 以组织的名义:上海市新生活运动论析[ J] . 贵州社会

科学,2012(11):50 53.
[5] 　 刘文楠.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J]. 南京

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9):89 102.
[6] 　 刘文楠.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J]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51 59.
[7] 　 马燕洋,章梅芳,王瑶华. 民国时期家庭卫生观念与知识的传

播———以新生活运动期间相关纸媒为主要考察对象[ J] . 科
普研究,2019(2):95 103.

[8] 　 张东保. 人的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上海“五
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为例[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5):16 18.

[9] 　 张钰颖. “五讲四美三热爱”对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探

究[J] . 智库时代,2018(29):33 38.
[10] 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第二卷(社会变迁文明论纲)[M]. 王佩莉,译.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1 275;308 310.

[11] 禄口. 禄口街道: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走在前列

[J] . 群众,2019(11):74.
[12] 曹峰. 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J] . 红

旗文稿,2019(6):3 34.
[13] 孙向荣.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新路径———以烟台

市芝罘区为例[J] . 上海城市管理,2019(5):93 96.

Exploringa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Grass-roo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薰

—Taking Jiangning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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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is a platform for further improving propaganda,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and spir-
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grass-root level in rural area.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presentative actions of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ramework for “civilization薰. The main conditions of “civilization薰 actions are: ( 1) to con-
form to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the times and put forward the content of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2) to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so-
cial network in civilization; ( 3) to focus on the simultaneous change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grass-
roots groups; ( 4) to achieve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grass-root groups. Based on this under-
stan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gress and effect of Jiangning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raises the existing main
problems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Key words: “civilization薰 theor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