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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50 “远亲不如近邻”过时了吗（@浙江宣传 2024.8.2）

热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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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出题方向 远亲不如近邻，你怎么看？

应用领域 邻里关系

问题/表现
有人说，邻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面熟却从不搭话；有人说，相安无事互不打搅就是最好的邻里
关系。不禁要问，“远亲不如近邻”过时了吗？

□影响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①在古代，“邻里”是一种建立在管理制度上的居民组织。历朝历代，当权者通过对“邻里”这一
最小组织的“网格化”管理，确保社会稳定。在各类制度的影响下，邻里关系的处理成为一种道德规
范、行为约束，便也有了杜甫的“肯与邻翁相对饮”、白居易的“居处东西接，年颜老少同”等美谈。
——②在近代，邻里关系受到居住方式、生活习俗的影响。受到房屋条件的限制，往往是几户人家
共用厨房、卫生间、洗衣房等，让邻里之间“公”“私”关系的界限不可能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居住环
境和相处模式中，邻居间往来密切、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完全脱离彼此独自生活。
——③如今，邻居可能更像是真正的“临居”。花时间和邻居处好关系不再是一个必选项，人们完全
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可能每天搭乘同一部电梯，但是却从未说过一句话；可能在同一个小
区拼单群里火热凑单，但是见了面谁也不认识谁。

□影响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①生活空间更广阔了。人口流动性增加使得维护邻里关系的成本增大，很难在邻里社群中找到
归属感。而在网络空间，人们更容易找到稳定的“圈子”，获取融入和认同。投入在互联网上的时间
和注意力削弱了年轻人线下社交的需求，“网络邻居”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的隔壁邻居。
——②社会支持更给力了。现在，人们能更便捷地获取医疗救助、消防救援、物业管理、老幼照料
等专业的公共服务，邻居不再是人们遇到困难时“想得起”“用得上”的唯一选项。
——③人际交往更多元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注重个人空间与边界感。首先，快节奏高强度的
社会生活让大家不愿意在发展建立人际关系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好
多人更注重个人隐私和个体感受。

对策分析
★★★★★

如何构建起新型的邻里关系呢？
——①把握亲与疏的分寸感。亲近不代表无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邻居之间
相处还得“内外有别”“礼尚往来”，什么是别人家的家事，什么忙该帮到什么程度，心里还得有一把尺
子。希望在与邻居相处中，既能拥有非诚勿扰式的温柔与边界，也能碰上不期而遇的温情与信任。
——②算好“明白账”和“糊涂账”。邻里之间偶尔发生磕磕碰碰是正常的，有时很难说清楚到底谁对
谁错。这就需要发挥基层调解的力量。“有事好商量，矛盾不上交”的纠纷化解方式是促进人与人和
谐相处的粘合剂，也是法治与风尚相得益彰的最美风景。
——③既要“居住家园”也要“精神家园”。与其在网络上寻找“搭子”，不如在“附近”找找跑友、球友、
舞伴。这也需要社区街道搭建更多细分化的互动平台，比如，开展楼道运动会、楼道图书漂流等特
色活动，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活动室预约、积分兑换、信息发布等，让人们参与其中、受惠
其中，感受到其乐融融的社区文化。

金句集锦

◎《周礼》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历朝历代，当权者通过对“邻里”这一最小组织的“网格
化”管理，确保社会稳定。例如，秦朝的商鞅加强了“连坐制”，百姓按户编组，其中一人犯罪，邻里
也会受到牵连；西汉时推行察举制，想要当官必须搞好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的衰落，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邻里关系的淡漠，乃是城市化的代价。”确实，邻
里关系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关性。

◎“行要好伴，居要好邻。”古有孟母为了孩子三次迁居，以求得良好的教育环境，而今邻里关
系、社区氛围也是人们考察挑选居住地的因素之一。

◎方寸之内，基层治理依旧大有可为。一墙之隔，门庭相对，也是我们周围温暖、闪光的“空间”。
找到与邻居们的和谐共处之道，才能让幸福更触手可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往，在交通不那么便利、信息传递不那
么迅速的年代，当人们遇到困难时，只有住得最近的邻居，才能第一时间提供帮助，方才有“远水难
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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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积累
【浙江案例】

△杭州九堡街道的一位邻居爸爸每到暑期就带着全小区 200 多号萌娃组成跑团开跑锻炼，还有
医学教授回老家探亲时免费给邻居们看病咨询。有时候，这样温暖的“神仙邻居”就在我们身边。

△湖州市吴兴区打造“吴有管家”，让党员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律师等“管家”都参与进来，
为居民提供“微党课”“微书法”“微义诊”等个性化专业服务，一来二去，邻居间接触多了，自然就熟络
亲近起来。亲近不代表无间。

△湖州龙泉街道西白鱼潭社区的老潘从警 30 多年，在社区成立了“老潘调解工作室”，时常用三
言两语便能将邻里矛盾化解在小区。

小试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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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而如今，有人说，邻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面熟却从不搭话，相安无事互不打搅就是最好的
邻里关系。那么“远亲不如近邻”过时了吗？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