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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六尺巷的“情理”之道

秦尤佳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
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
基。今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对中央提出的进一步强调“守
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
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中央指出

“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
的方向前进”。而六尺巷所蕴含的“情理”
之道既是对于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也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更是今天
基层社会治理“守正创新”的有效路径。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是一条具有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巷。相传，清朝康熙年间，
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张英，为了解决邻里之间
的土地纠纷，主动让出三尺土地，邻居见状也主
动让出三尺，最终形成了这条宽六尺的巷子。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情理”之
道，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谦让和和谐的精
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是实现
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
国社会治理
尤其是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最迫切的是要找到当代中
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内核，而这种内核的根由
认同，只能是基于本土创造的“守正创新”，
而非仅仅是外来的“移植创新”。鉴于中国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相对而非绝对，更重全体
而非局部。故而从古至今，以和为贵的“情
理”之道就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和内核，其中，

“情理”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方式亦是
其判断事物公正与否的标准。因而，一直以
来，“情理”的运用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中都在以各种形式存在，并以自己的方式影
响着社会治理，传统中国的“调人”“蔷夫”和

“申明亭”，新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枫桥经验”等都是“情理”在不同时代阶段
社会治理中的体现。理想中的“情理”运用
就好似古之神兽廌，遇到复杂不可辨明是非
之情形，能触不直而去，消弭纷争于无形，形
成社会治理的完美闭环。也正因如此，作为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情理”的运用在
建国伊始就被高度重视，“依靠群众就地化
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就是其中之一。“枫桥
经验”要求依靠群众自己的能力去正确化解
矛盾，做到矛盾留在当地，矛盾不上交，而要
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处理矛盾和纠纷
时，优先采用调解的方式，通过“情理”与法

的结合，促使矛盾双方相互协商沟通，使矛
盾化解的过程增加温情及灵活性。这种注
重以和为贵的“情理”之道，让当事人发表自
己的意见及建议，拓展协商沟通空间，促成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矛盾化解过程，就如
同“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典故，已经深
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血脉之中。

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
在面临网络的高度发达引发的社会舆论的
苛刻与多变，以及社会大众对基层社会治
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的背景下，以理性与
人文关怀兼而有之的“情理”作为基层社会
治理之中的必要选择，已是大势所趋和不
可避免。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正确地运
用以和为贵的“情理”之道，首先要求在群
众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党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用辩证思维和联系的、发展的观点，
客观理性地分析群众反映的问题。比如

“六尺巷”中，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
英就理性且客观地指出家人修书千里的原
因不过就是为了“墙”，而点名“千里修书只
为墙”就是为了突出家人的小题大做，进而
引出他的核心观点，“让他三尺又何妨”。
其次要求要用群众易接受的形式，同群众
讲清情况、说明道理，耐心细致地做群众思

想政治工作。“六尺巷”中，张英在作出让墙
决定时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下达命令或指
示，而是提出“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秦始皇”，颇类似革命者“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处世风范。

纵观中国历史，一直有两条主线，一是
精英线，一是人民线，两条线并不是并行不
悖，而是互相交融，在历史上是由精英书写
的过程中，却也一直都饱含着对人民的深情
和眷念，它可以体现为民为贵君为轻，亦可
以表征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这些最终化
为新中国的主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这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体现就是“要始终把人
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
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
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而以和为贵的“情
理”之道之所以在中国千余年社会治理中之
所以一直发挥着作用，就在于它并不是简单
的和稀泥，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需
求的一种有理想追求有实现途径的切实可
行的治理模式。毕竟再完美理性的社会规
则，也是由不完美的人根据不完美的现状所
进行博弈的产物，承认社会规则的现实局限
性，充分利用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并在当代社
会治理之中也普遍运用的“情理”，相信也是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盈科（芜湖）律师事务所监事会副主任

——古巷今谈社会治理

九华山风景区进山门票今起实行淡季价
从旺季时普通票每人160元下调至140元

本报池州讯（通讯员 王安民）笔者
昨日从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部门了
解到，随着气温季节的变化，九华山风景
区进山门票价格将随之改变，今年从11
月15日到2025年1月15日执行淡季门
票价，门票价格将从旺季时普通票每人
160元下调至140元，优惠票则从旺季时

每张80元下调至70元。游客一律凭门票
进入核心景区，一人一票，门票当日有效。

据介绍，该景区进山门票的减免方
面：凡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新闻媒
体记者证者或全国劳模、全国道德模范称
号获得者、残疾人、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
干部、65周岁以上老年人等只要凭借有效

证件，门票实行全免；景区对教师、学生、
60岁至64周岁老年人及省级劳模、省级
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等持本人有效证件
及相关有效证书游九华山可享受优惠门
票政策。符合优惠条件的游客，请持本人
有效证件办理相关购票和免票手续。

另悉，在此期间，九华山天台、花台索

道和百岁宫缆车分公司也将执行淡季票
价，各大旅行社也将相继推出一系列淡季
旅游产品组合和优惠政策措施。

目前，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组织旅游
管理等职能部门，正着手备战冬季旅游线
路和旅游新项目，进一步丰富来山游客的
游览内容和必要的冬季旅游用品。

霍邱县白莲乡——

做好群众有感的民生“小事”
乡村振兴，民生为本。用水困难、出行不便，这

些看似普通的问题，却关系着每一位村民的日常生
活和乡村的长远发展。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白莲
乡新长塘村做好做实这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推进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

前不久，新长塘村破圩组村民张新民反映破圩组
有150亩耕地用水困难，河道过高无法灌溉耕地。新
长塘村党支部书记郑桂远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召开村

“两委”会议，深入探讨解决方案。经过水渠疏通，150
亩耕地重新焕发生机。清澈的水流奔腾不息，滋润着
乡村的每一寸土地，也滋润着百姓的心田。

去年，新长塘村梨园组村民何金才反映梨园组于龙
潭镇交界处有210米是泥巴路，道路较窄，出行不便。村
里的机耕路坑洼不平，不仅影响村民的日常出行，也阻
碍了农产品的运输和乡村经济的发展。郑桂远积极联
系，组织人员平整机耕路。曾经崎岖不平的道路，如今
变得宽阔平坦。车辆可以顺畅通行，农产品的运输更
加便捷，村民们的出行不再艰难。这不仅改善了村民
的生活条件，也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打通了脉络。

如今，新长塘村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稳步迈
进。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乡村
振兴带来的便利，体会到共同富裕的丰硕成果。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不再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张新曼）

本报宿州讯 近日，由中铁上海
工程局承建的宿州市泗县城乡供水
一体化（二期）工程建设正在加快推
进。建设单位自7月进场以来，坚持

“高要求、强落实、抓管理、铸精品”的

工作方针，倒排工期，抢抓进度，严保
节点，全面开展“一片管网一面旗”工
作方式，党员主动带头抢工期、做建
设，保障施工进度稳步推进。

为加大创新引领力度，建设单位

大胆采用永临施工法，提高施工效
率。同时，进一步加大安全红线管理
和培训力度，将安全风险泯于日常，
确保12月31日前厂区全部主体结
构顺利封顶。 （杨占 凌晨 徐恒）

抓住“施工黄金期”吹响“大干集结号”

随着社区老年人口比
例的日益增长，为丰富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
街道五里社区退管、工会
联合安泰社工特别策划了

“绿意相伴，乐享桑榆”老
年人养绿植主题活动。此
活动旨在通过绿植的养护
与欣赏，让老年人在享受
大自然美好的同时，增进
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友谊，
共同度过充实、愉快的晚
年时光。

娄彦宏杨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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