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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一句古语

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邻里关系的认知和期待。和谐邻里关

系既是人情味淋漓尽致的体现，又展现着城市的精神风貌。

七旬老人、一汽退休职工孙金生至今对年轻时感受过

的邻里关系念念不忘，“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住的是单位

分的房，整栋楼是单身宿舍那种格局，每家只有一间房，做

饭全在通长的大走廊，大伙既是同志关系，又是邻居，谁家

要是有点啥事，吱一声，马上来一群人帮忙。”随着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单位不断改善职工住房，大家也从这栋楼里陆

续搬走，但邻里所积累下来的感情却影响了整栋楼几十户

人的一生。几年前孙金生的女儿结婚，他给20多年前的一

群老邻居发出了邀请，大家纷纷前来参加婚礼，叙叙旧。

中国有不少老话用来描述邻里关系，比如“邻里好，赛

元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等。如今，高楼林

立，防盗门一关，两扇门之间很难再见到昔日共话家常、互

赠菜肴的和谐画面了。邻居更像是真正的“临居”，花时间

和邻居处好关系不再是一个必选项。

长春市绿园区正阳街道爱民社区居民卞女士今年73

岁，前几年女儿在外地打工，独居的卞女士因身体不好数

次急需送医救治，多亏了几位年龄相仿的好邻居照应，及

时给其侄子打电话通知。老一辈对邻里关系的期待、渴望

和维系，仍然保留着传统。不过卞女士的女儿、“80后”孟

女士与邻居的相处之道，则与母亲不尽相同，也更符合当

下年轻人的邻里关系常态。在年轻邻居们的口中，孟女士

只是“养了好几只柯基犬那女的”，她也几乎从不打听其他

邻居姓甚名谁、在哪高就、年龄几何，与其相熟的邻居大多

数也只是有共同话题的“铲屎官”们。

邻里关系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关

性。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中老年人普遍对昔日良好且

密切的邻里关系十分怀念，而40岁以下的人看待邻居时往

往面熟却极少搭话，即便为了沟通一些事而加了微信，很

多人也设置了朋友圈对邻居不可见，保留着一丝警惕和戒

备。34岁的蔡雷道出了很多年轻人的观念：“互不打扰就

是最好的邻里关系。”

针对邻里关系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东北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朱兴涛老师表示，邻里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

种。在传统邻里文化中，“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都是在强

调和睦的邻里关系，包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守望相助和危

难时刻的邻里相助。许多四五十岁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

小时候邻居之间经常串门、走动，家里有好吃的会给隔壁

送去，邻居有大事小情，大家都会主动帮忙。随着城市的

建设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拉远，林立的高楼让邻里

关系出现断层，城市里的邻居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下，构建一种和谐健康的邻里共同体成为了社区居民的

共识，那么，这种新邻里关系从何处落地？个人认为社区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社区活动社区活动 拉近邻里关系拉近邻里关系

“上菜喽！”伴随着一声声吆喝，一道道美味佳肴陆续

端上了餐桌，辣炒里脊、酱骨头、炸黄花鱼、拌西芹……8月

23日，一场热闹的“百家宴”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亚泰

社区举办。百余位社区居民围坐在圆桌前，每人都拿出了

一道“看家菜”与邻里共享，大家一起品尝美食，互相聊着

家长里短，你给我夹肉，我给你盛汤，“好吃”“真香”的赞美

声不绝于耳，席间洋溢着浓浓的“邻里情”。“这场百家宴好

像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隔壁陈叔家做了好吃的总会给我家

端来一盘，他炸的茧蛹特别好吃。”看着眼前这场景，居民

杨大爷回想起曾经的岁月。他说“百家宴”让邻居间熟识

起来，平日里看见都开始打招呼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唐姐，缺啥菜不？药还有吗？我一会儿去买菜，顺便

帮你捎点……”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有个

由老年人组成的“老邻居”帮帮团，在生活上彼此照顾、在

精神上相互慰藉，亲如家人。帮帮团成员李慧芬是位“热

心肠”，她家住7楼，平时上下楼，总会顺手敲下邻居唐阿姨

家门嘘寒问暖。最近一段时间，唐阿姨腿疼的毛病又犯

了，下楼买菜成了难题。李慧芬知道后，经常帮她收拾屋

子、买菜购药。在光明社区，一半以上老年居民都是“老邻

居”帮帮团成员，大家一起锻炼、聚餐、聊天、参加社区活

动，其乐融融，就像一个大家庭。

“瞧一瞧、看一看啦，只要20积分，榨汁机带回家！”“这

本故事书不错，送我孙女，她指定开心”……每月24日，长

春市南关区自强街道自强社区省宾馆宿舍小区都会举办

“邻里节”活动，在现场，舞蹈表演、互动游戏、健康义诊、免

费理发、跳蚤市场等应有尽有，居民们三五成群，看表演、

做游戏、聊家常。“以前我们小区居民总因为下水道漏水

了、楼上楼下有噪音之类的琐事闹矛盾。但自从定期开展

‘邻里节’活动，居民接触多了，关系也就越来越好了。大

家一起商量小区的事，谁家有困难都会伸手帮一把，谁家

孩子放学早了，在楼下遛弯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看顾一

下，楼上楼下的有啥事大家也更容易沟通谅解。”居民王先

生说，一月一次的“邻里节”活动，不仅拉近了邻里关系距

离，还激发了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热情。

从邻里节到百家宴再到邻里帮帮团，为了改善邻里关

系，社区活动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走心”。“现代社区，居

民之间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少，很多楼栋住户常常是见了面

都没个招呼，彼此不认识，更别说邻里守望了！”一位社区

工作者表示，丰富的活动拉近了社区居民间的距离，大家

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熟络，从熟络到相帮相助，逐步树

立了互相关怀的信念，潜移默化地重塑新邻里关系。“但我

们也发现，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大都集中在老年居民群体，

而且一些流于形式的活动通常是热闹过后就散场了，作用

不强。因而社区党委一直在研究能够带动年轻群体参与

的活动，要让重建新型邻里关系的工作内容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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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邻居，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能有多大矛

盾恩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今天我当个中间人，大家

把话说开就好了……”刘海霞是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团

山街社区的人民调解员，社区调解室是她的工作阵地之

一。几天前，团山小区8栋居民来到社区调解室找刘海霞求

助称，楼上邻居在厕所用桶接水时忘了关水龙头，把自己家

房顶、地板都被泡起皮了，一直没商量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

办法，话不投机吵了起来。经过刘海霞的耐心调解，两人不

仅达成了和解意向，现在关系非常好，还成了买菜“搭子”。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亚泰社区，有事就去矛盾纠

纷调解室成为居民的共识。“居民有纠纷都到这儿来解决，

通过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邻里之间都和谐了。”居民

所说的亚泰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站共有9名调解员，让居民

邻里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是这里的宗旨。调解

室里，调解员邢艳萍正在对两户居民因装修噪音产生的矛

盾进行调解，“讲清了法、说通了理”，双方也就此和解。

“其实邻里之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由于装修、噪音、

养狗、房屋出租等因素引起的纠纷较为常见。只要处理妥

当，邻里关系就会有效缓和。”谈及邻里关系，亚泰社区党

委书记崔爽表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稳定是社会

和谐的基础。邻里矛盾纠纷如果不及时化解，积怨越积越

深，就有可能酿成大纠纷、大麻烦，邻里和睦才能更好地建

设和谐社区。为此，亚泰社区充分利用网格员与社区民警

等群防群治力量的“前哨”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把家长里短的“小矛盾”消

灭在萌芽中，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夯实基层

社会治理基础，实现矛盾就地化解，不上交、不激化。

新邻里关系新邻里关系 正在重塑正在重塑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在高楼大厦生活的人

们，内心深处对昔日大院里的邻里亲情充满了眷恋和渴望。

“社会发展呼唤新型邻里关系”，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助

理研究员王浩翼表示，从历史维度看，我国邻里关系最早

可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和亲缘基础上，在

共同劳作和互助中形成了紧密的社会关系。新中国成立

后，“单位”承担了生产和社会管理职能，空间紧凑的“单位

大院”让邻里关系具有高度集体性和互助性，成为典型的

“熟人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居住模式和社区结构的深

刻变化，邻里关系不再是人们主要的社交“圈子”，逐渐变

得更加疏离和陌生。可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

国的邻里关系是伴随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发

展而不断演变。

尽管当前城市邻里关系普遍趋于疏远，但在社会需求

和价值观变化的引导下，邻里关系正在被重新塑造。首

先，邻里关系逐渐从情感性转向功能性。如今人们更关注

共同维护小区环境、监督物业管理等公共事务，而非单纯

的情感互动；其次，数字化和虚拟邻里关系正在兴起。小

区居民通过微信群、QQ群等平台发布信息、分享资源、组织

活动和寻求帮助，例如团购、砍价、拼车等，邻里互动逐渐

从“线下”转向“线上”；最后，社区成为邻里关系的重要纽

带。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拉近了居民间的距离，在构建

‘与邻为德、与邻为善、与邻为亲、与邻为乐’的新型邻里关

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社会结构也在同步发生深刻变化。构建新型邻里关系不

仅是对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更是应对未来多重挑战

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其核心在于重新发掘和

塑造“新”的公共性。新公共性与传统公共性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突破了传统邻里关系中的局限，以更开放、多元、

功能化和数字化的方式重构邻里互动和公共生活。这种

新的公共性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多样化需求，还更具参与

性和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代社区治理和社会发展的

挑战与机遇。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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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关系历来深受人们的重视，也关乎社会和谐与稳定。在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正在发

生新的变化，如何探索并构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邻里关系?记者通过广泛走访调查，寻找答案。

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闻深度挖掘新闻
细节细节，，全面剖析事实真全面剖析事实真
相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注身共同关注身
边的社会热点问题边的社会热点问题。。

社区举办的学习班、培训班、老年大学等活动促进了邻里关系的改善。图为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
开展的居民活动。

相比于远方的亲戚，近邻更能够及时地提供帮助，解
决邻居的燃眉之急。

社区开展的各种活动，在构建“与邻为德、与邻为善、与
邻为亲、与邻为乐”的新型邻里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邻里节为居民搭起了连心桥，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大家从陌生到相识，从疏离到相帮相助，逐步形成了互
相关怀的关系。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团山街社区的社区调解室让
居民的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业、合理的解决，有
效改善了邻里关系。图为调解员刘海霞为两户居民的漏
水纠纷进行调解。

社区通过开展关爱一老一小的活动，让不少聚集在
一起的社区居民变成了和睦友爱的邻里。

长春市亚泰社区开展的百家宴活动上，居民纷纷拿
出自己的“看家菜”与邻里共享。精彩的表演、酣畅淋漓
的歌舞，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不仅拉近了邻里距离，
更进一步融洽了邻里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