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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
对策建议

摘要：扬州市政府王辉森研究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

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城市公共空间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人民生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工作实践还存在贴近性不够、融入度不

高、参与面不广、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对此，要从小空间渗透、

大意象建构、柔文化引导、新产业推进等方面，着力打造有温度、

有人文、有导向、有活力的核心价值观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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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

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城市公园广场、

历史街区、城市书房、商场超市等公共空间，维系着城市的核心

情感，凝聚着城市的精神价值，是城市文明的集中体现，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和载体。扬州市政府王

辉森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城市公共空间路径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目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公

共空间的对策建议。

一、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现状

课题组深入城市社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卷调查和

调研，发出问卷 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 810份。调查对象基本

覆盖各个年龄层次、各类城市社区和各种职业群体。从调查情况

来看，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虽然在覆盖范围等方

面有了很大提升，但还存在着“广告式”教育、“内卷化”实践

等问题。

1.宣传靠广告，工作欠融合。34%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核心价

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方式主要是宣传布广告，千篇一律、比较机

械；22%的受访者认为口号式的硬性植入，实际与周围的环境并

不协调；44%的受访者认为核心价值观与地方文化、单位性质结

合得不够紧密，特色不鲜明。5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宣传效果一般，过多的广告植入容易引起

视觉疲劳。97%的受访者认为广告应贴近生活、脍炙人口，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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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促进广告形式的多样化。

2.教育有阵地，落地缺活力。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氛围较为浓厚。但是，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宣传教育时常

满足于挂横幅、贴标语、搞宣讲等老套呆板的形式，与群众日常

生产生活贴得不够紧密，空泛抽象、不接地气，市民难以形成情

感认同，缺乏践行自觉。97%的受访者认为“24 小时城市书房”

“环卫工人爱心驿站”“流动献血站” “文明志愿亭”“母婴室”

等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培育。

3.群众有参与，互动少体验。注重“知”的普及，忽略“行”

的推动，存在知行脱节的问题。缺少互动交流的平台载体，缺乏

可感受、可体验的实践项目，导致目前的宣传教育互动性不强、

参与度不高，难以真正激励、鼓舞和影响群众。94%的受访者认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倡导，更需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应着力于人的价值的展示与

实现。93%的受访者认为应多举办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加深人们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悟。

4.投入重硬件，引导轻方法。目前城市在大力兴建图书馆、

文化馆、文化公园、市民教育基地等，但在空间意象表达上却缺

乏文化引导。调查中，有 27%的受访者认为，应通过影视作品、

文学艺术等形式推动核心价值观进入城市公共空间；30%的受访

者认为，应强化城市功能设计、优化公共空间布局；22%的受访

者认为，城市公共服务调配合理、布局科学、干净高效，利于调

节社会心态；21%的受访者认为，需进一步提升城市窗口行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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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大部分市民已经意识到城市软环境的优化提升对于核心

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具有重要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路径

1．小空间渗透，打造有温度的价值观。调查显示，邻里走动

有利于融洽社会关系，建设城市微空间有利于形成市民互相尊重

互助的好氛围。应通过完善公共健身设施、居民议事亭、邻里晒

衣架等公共生活空间，让居民日常社会生活中有非正式交流机会，

促进形成尊重宽容、和谐友爱的邻里关系。积极推进城市口袋公

园、街边小广场、社区小舞台等城市微空间建设，塑造空间功能

多样性，突破市民“串门障碍”，让价值观“接地气”。鼓励市民

参与环境卫生管理、社区文明建设等公共事务，增强市民责任感，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2．大意象建构，塑造有人文的价值观。城市意象理论认为，

城市特色的文化雕塑、纪念设施、人文地标等意象体，有利于核

心价值观的融入。应充分挖掘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将代表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物故事，通过城市雕塑、标牌、铭

牌、文化地标等形式进行展示。在城市“双修”建设中，着力挖

掘和整理城市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通过凉亭、楹联、碑刻、遗

址等方式，盘活优秀文化资源，打造价值观文化意象空间。用好

展览、图书、声像和学术研究等载体，拓展文化馆、博物馆、纪

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让市民的价值观有寄托之所。

3．柔文化引导，营造有导向的价值观。依托市民公共文化生

活，打造内生性价值观。将历史名人、传说典故、地方戏曲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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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融入“国家宪法日”“烈士纪念日”“国庆”“国际劳动节”以

及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让人们在耳濡目染中增加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要适应年轻群体的审美特点，采用“艺

术+”手法塑造园林建筑、展馆雕塑、特色街区、革命纪念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创意审美，打造一批网

红打卡地。着力将核心价值观与城市文脉传承相融合，将其应用

到创客工坊、创意书店、沉浸体验馆等新兴业态中，运用 3D墙

绘、影像动漫、数字出版等技术，把无形的精神落实在有形的空

间形态上。

4．新产业推进，打造有活力的价值观。借助市场力量、依靠

市场机制强化培育传播，构建以核心价值观 IP为轴心的文化生

产系统，让向上向善成为城市产业及创意产品深层代码，注入影

视、餐饮、文创、出版、休闲、旅游等产业业态中。积极推动核

心价值观精神要义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在对涉及市场主体规章

制度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还要对其是否合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行“合规性”审查。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产业发展要素

支撑体系以及产业政策构架中，让主动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获

得政策激励，赢得市场价值。

（作者王辉森，系扬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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