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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农”问题历来是关系国民生计的根本性问题,在我们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是其重要内容,乡村建设不仅要“塑

形”、“塑骨”,也要塑魂。因此,要厘清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审视当下乡村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从乡村文化建设与服务机制的完善与创

新、文化团体的孵化与培育、文化市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等方面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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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新时代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

经不仅仅是政治引领、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重塑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问题。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力量,它总是“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之中,成为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1]

习近平曾说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

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

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实践给我们很好地启示,乡村文化建设和政

治、经济建设成正相关性,注重文化建设的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

展都不差,社会也更加和谐安定。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乡村文化建设

与政治、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升村民基本素养和

精神力量,坚持乡村文化自信,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是新时代下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
[2]
 

2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2.1经济基础薄弱阻碍了乡村文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乡村经济条件也得到了大幅改

善,但与城市相比,经济基础仍没有达到孕育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丰裕条

件,经济基础的薄弱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缺乏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一下几

个方面：第一,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人力、财力在逐年增长,但总量依

然不足,而且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乡村文化投入占比较低,一直处于

25%左右,并且,对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主要集中在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

且大多数是一次性基建投入,重投轻管,导致有限的财力资源无法收到

大的效益。第二,村民自身经济条件未能达到相对富裕条件下才能实现的

生活质量,村民文化消费支出在日常消费支出占比依旧不足10%,在胶东地

区,村民从事 多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和棋牌娱乐。文化消费支出的紧

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第三,经济条件的不允许,

使得乡村民间艺术创作环境受限,严重阻碍了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创

造。以烟台市毕郭镇为例,尚存较多民间艺人及具有胶东色彩的乡村工艺

及其制品,例如：葫芦烙画、玉器雕刻、剪纸、油画等,因民间艺人经济基

础差,为了自身生存发展,无暇顾及文化创造,导致许多 具民间色彩的传

统工艺及制品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总之,经济发展的滞后,使乡村文化建

设面临诸多挑战。
[3]
 

2.2城市不良文化的强势“入侵”使乡村文化处于“空洞”状态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不仅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结构和生活方

式,对乡村文化生活也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力。以大众传媒为武器的城市文

化正逐渐打破、解构乡村原本的文化生态,而新的文化秩序尚在建立,使得

原本封闭的乡村文化在强势“入侵”后处于一个“空洞”状态,农民对于

文化的渴求不亚于城市人,在吸收大量城市文化之后,并未形成与农村生

产生活相适应的文化状态,而原本在长期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文化生活却逐

渐丢失,这种空档期是乡村文化陷入两难境地。
[4]
具体而言,表现在一下几

个方面：第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意识的提高,金钱主义也在逐

渐延伸到农村,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原有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在国家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背景下,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仁”、

“义”、“礼”、“智”、“信”虽尚在存活,但利益的驱动使得乡村文化价值

体系加速解体,“利”成为乡村新文化潮流的主宰。第二,乡村在吸收城市

文化上全盘接受,使得各种不良文化渗透到乡村社会,小到日常生活,如村

民听说书,看唱戏的传统文化生活的萧条,取而代之的是良莠不齐的电影,

现代音乐,社交软件,大到具有一定公共性、仪式性的文化生活,如丧葬礼

上跳脱衣舞等等,小到一些生活性的不良文化,如快手等社交软件的低俗

利用等等,农民对于城市“时髦”文化的追求,不代表要全盘接受,社交低

俗文化的蔓延加快趋势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5]
第三,乡村文化对吸收外来

文化,不是在一种自然、自觉、理性基础上的吸收,而是在打掉了传统文化

的根基之后,一种没有底气的、被动的吸收,在长期的被动吸收后,虽然

可以作为抚慰精神的工具,但农民并不能真正的接受,与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也不相适应。总之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必然离不开城乡互联的

现实选择,转型期的农民用什么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值得深思的

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重新

的思考和判断。 

2.3乡村文化供给不利于乡村文化的发展 

乡村文化发端于农民,根植于农民,所以农村文化的建设必须贴近于

农民,掌握农民切实需求,近年来,政府所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较为关注群众,

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进行了一些革新,基本上与当地的农民需求相符合,但

也存在一定的脱节与错位。当地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如：“送书下乡”、

放电影、节庆活动等,大多是一种“喂食式”的文化供给,往往文化组织部

门在唱独角戏,群众参与度及参与热情不高,难以激发起村民对自身文化

需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追根溯源,是一些文化产品

供给过剩而另一些供给不足造成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处于

城乡结构上的边缘地带,虽然乡村文化产品及服务质量在当地政府及文化

部门的常抓不懈下逐步提高,但实践证明,目前的供给模式仍需要进一步

完善。
[6]
 

2.4乡村文化自身优势发挥不足 

悠悠五千年农耕文明孕育出中国社会一次次文化繁盛,大量承载中华

民族历史光辉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乡村文化

振兴既要坚定乡村文化自信,就应该保留自身与城市文化不同的特色文化

基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护和传承好优秀的传统文化。烟台市xx村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