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势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刍议——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摘    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乡村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已初见成效，各种文化协会和自媒体纷纷涌现，农村特色文化活

动、民间传统习俗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乡村特色文化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新要素。但由于历史发展

、农民认知、现实生活、乡村现状、体制机制等原因，仍然存在乡村文化供需矛盾突出、文化建设主

体数量不多、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极其稀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不够、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不足、文化振

兴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新形势下，要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纳入各级党委政府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大

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不断培育乡村各类文化骨干，激活乡村特色文化资

源形成生产要素，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用新举措加快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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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是新形势下我国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

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文化是魂。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新征程

上，乡村文化建设出现怎样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如何加快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文化

振兴？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及刍议。

一、新形势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实施乡村振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良好势头，其主要特点有六个方面：

一是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已有一定基础。首先是县级公共文化服务馆场已有一定基础。县一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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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场设施全面完善，文化馆、图书馆等建成投入使用，有条件的县市还修建了戏剧院、博物馆、展览

馆等。如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建成了可容纳千人的黄梅戏剧院，黄冈市红安县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馆。其次是乡镇文化站所不断提档升级。乡镇文化站所是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其建设得

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如黄梅县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完成了1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新建和

改造升级，平均每个乡镇获得奖补资金50万元，独山镇文化站荣获湖北省“最美文化站”，小池镇文化

站成为湖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文化站。黄冈市英山县投入资金200万元，对1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进行维修改造，提档升级后的孔家坊乡文化站，成为湖北“文旅融合示范站”，杨柳湾镇、石头咀镇和

方家咀镇3个文化站成为样板站。最后是村级文体活动阵地发挥作用明显。图书阅览室、文体广场、

百姓大舞台成为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的“标配”。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场所都已接入互联网，实现Wi-

Fi全覆盖，文化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已经启动。广大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黄梅县就有黄梅

戏、黄梅挑花、岳家拳、佛教禅宗四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东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保护

传承。黄梅戏、黄梅挑花、岳家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了官方传承人，《天仙配》《女驸马

》等许多黄梅戏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黄梅挑花融入百姓生活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岳家拳

走进校园成为了中小学生体育课的内容。黄冈市罗田县燕儿谷建立了乡村工匠学校，将“九佬十八匠”

等民间工匠召集在一起，创造性地将抢救传统工艺、传承乡村记忆、助力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融

合起来，创作百姓喜闻乐见的工艺作品，让传统工艺重回生产生活。红安县对传统非遗项目红安绣活

和红安大布进行了生产性保护，全面提升非遗传承人能力、帮助传承人家门口就业等系列实践，对保

护传承非遗项目、推动传统工艺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

。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如位于黄梅县的明代建筑清江滩湖桥、明代古村落商子塆、清代

古村落牌楼塆以及全国重点保护文物高塔寺塔等，以及罗田县河铺镇的元代孝子吴氏之碑，红安县的

李先念、董必武、徐向前等原国家领导人和韩先楚、秦基伟、王诚汉、陈锡联、王近山等从红安走出

去的共和国将领故居和遗址，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

三是各种文化协会和自媒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在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广大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与日

俱增。在基层党组织的支持和引导下，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加大乡村各种文化培训，乡村文艺爱好

者们自发创建了书法、摄影、戏曲、舞蹈、诗词、楹联、挑花、文艺创作、武术协会等民间文体组织

。许多乡镇都有诗歌、楹联社，村村都有舞蹈、腰鼓队，部分乡镇办有诗刊杂志（内部交流资料）。

如黄梅县的孔垅镇文昌阁诗联社、大河镇碧玉流诗联社、小池镇清江诗联社、蔡山镇泼墨诗联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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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办的文学刊物在鄂东地区影响较大。罗田县的长篇小说成果颇丰，近年来个人发表的长篇小说就有

27部之多。一些发展比较好的自媒体，如黄梅县“百通传媒”，每年自发组织举办百姓网络春晚，罗田

县的“罗田文联”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精彩文章，极大地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

四是广大农村的特色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在闲暇时节，广大农村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各类社会团体自发组织了如摄影采风、习诗撰对、戏曲交流、街舞比赛等文体活动，颇受村民喜

爱。黄梅县蔡山、新开、孔垅、小池、分路等乡镇，龙感湖及武穴市的龙坪等乡镇的村民，定时齐聚

蔡山梅园广场，开展黄梅戏、文曲戏、小调、民歌、扇子舞、广场舞、岳家拳、太极剑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自娱自乐活动，成为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2019年，濯港镇九坤太白小镇举行了盛大的中国农民

丰收节（黄冈·黄梅），中央电视台曾作报道和转播。罗田县通过组织群众表演三句半、采莲船、大鼓

书等各种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歌颂农村新变化新面貌、宣扬群众身边的好

人好事。

五是民间传统习俗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现有的一些符合当地村情民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村规民约，被广大农民普遍接受；红白理事会、孝善理事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培育文明乡

风，推进村民自治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丧葬陋俗基本得到革除，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得以树

立，殡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黄梅县通过开展“十星文明户”“最美婆媳”“文明家庭”评比等日常化、具

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黄冈市英山县将卫生

清洁、邻里和睦、好人好事等常规项目和好婆媳、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特色品牌活动，纳入“乡风文

明超市”积分测评体系中，旨在引导村民形成美化环境光荣、遵纪守法光荣、尊老孝亲光荣、勤劳致富

光荣、崇尚新风光荣的生活理念。罗田县共有乡风文明理事会140多个，其中以河铺镇组建的孝善理

事会较为突出，按照“十星级文明户、好公婆、好媳妇等先进典型一年一评，矛盾纠纷随时调处，不道

德行为随时指正，身边好人好事随时表彰”的原则，广泛开展环境卫生评比、道德行为评议、先进典型

评选和移风易俗活动，激发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家庭荣誉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生根

发芽，提高了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六是乡村特色文化已成产业发展新要素。随着一二三产业的不断融合，乡村文化资源已成为农村新的

生产要素。黄梅县充分利用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农耕体

验游，打造了一批如太白小镇、向日葵基地、邢绣娘生态园、养马岭抗金城、袁夫稻田等特色小镇和

田园综合体。英山县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现代理念与技术，将生态文化资源转变成生产要素，建设四

季花海景区，实现农文旅相结合，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红安是中国将军第一县，利用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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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做起了红色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文章，亮剑大别山军事文化旅游区、恒大文

化旅游康养城、南斗天湖国际旅游区、华润希望小镇等文化康养旅游项目相继落户红安。特色文化资

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带来了关联产业的大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衍生，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及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已有一定基础，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已经启动，各种文化协会和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大农村的特色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民间传统

习俗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乡村特色文化已成产业发展新要素，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

势头，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一是乡村文化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但仍

然满足不了广大农村对文化建设的投入需求。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存在供需脱节，政府提供的“自

上而下”的刚性文化建设模式，缺乏“上下互动”，没有充分对接农民的实际需求。深受村民欢迎的原创

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文艺作品较少。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农家书屋”大多成为摆设。

二是文化建设主体数量不多。外出务工、经商、上学、参军的村民不愿回乡，一个行政村的村民难以

组建一支业余文艺队。投资和参与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数量偏少，规模不大

，带动作用有限。2020年1-10月份，黄冈市能人回乡创业登记项目751个，涉及乡村文化产业类的项

目不足50个，而农文旅三产融合的项目不足10个。

三是乡村文化振兴人才相当稀缺。目前乡镇文化站在岗人员不仅少，而且“不专业、不专干”的问题较

为普遍。多数乡镇文化站所只有1~2人，文化专干还要“混岗”兼顾其他岗位。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

的传统项目，传承人青黄不接、传承堪忧，部分传承人无法靠非遗技艺供养家庭，很多非遗项目传承

后继无人。

四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不够。黄冈市红安绣活、团风牌子锣鼓、丝弦锣鼓等不少传统技艺和传统孝德

、哭嫁等传统礼仪、民间习俗，日渐在乡村淡化，有的甚至快要失传。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古村落

没有得到合理的有效保护，具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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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不力。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开发不够，即使开发，也有着模式趋同

、业态单一、产品粗放、三产融合度低等问题。如黄梅挑花、红安大布、红安苕、罗田板栗等农村传

统手工艺品、土特产品开发滞后，附加值不高。三产融合发展，效益较好的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所占

比例不大。

六是文化振兴机制尚未建立。乡镇文化站由县文化部门主管，专职人员由乡镇协管，属于政府购买服

务，没有纳入乡镇考核。文化专职人员被乡镇常年抽调从事与文化无关工作，一年真正从事文化工作

的时间不足30%。有的村级两委会无人负责文化。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几千年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适应的乡村文化供需方式。改

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乡村文化需求和供给也随

之发生了巨大改变。特别是村民对居住条件的改善，使得很多具有传统文化的古村落、古建筑快速消

失，农耕文化逐渐失去重要载体和根基。在实现小康的进程中，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的

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单一需求，乡村文化需求出现多

元化。

—— 从农民对文化认知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虽然快速发展，但许多农民对文化的认知，仍然停

留在相对落后的认知水平上，出现文化认知偏差，缺乏文化自信，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众

多农民认为乡村文化建设是政府的事，是文化人的事，是从事文化工作者的事，与己无关，把自己排

除在文化建设的主体之外。把享受文化当作一种多余，认为享受文化也是城里人的事，对于农民可有

可无。因而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生活，并不关心乡村的文化

建设，更没有认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自己，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 从农民现实生活看。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刚刚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的农村，农民收入水平虽有大

幅增长，但生活水平仍然偏低，生活压力依然较重。用于温饱和教育的开支占到80%以上，能够从事

文化娱乐活动的消费开支比例极低。农民在现实中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其次才是住房、子女教育、医

疗和养老，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几乎排在最后。现阶段的农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仍远远高于对精神生活

的追求，亦即远远高于对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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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乡村社会现状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乡村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

，乡村逐渐空心化、老龄化、少龄化，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传统工艺因无人传承而逐渐消失

。空心化、老龄化、少龄化是当前乡村的普遍现象，也是导致乡村文化人才稀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后继乏人的主要原因。

—— 从当前文化建设体制机制看。现有的基层文化体制是花钱买服务。乡镇文化站由县文化主管部门

直管，乡镇协管。文化站工作人员既不是公务员身份，也没有事业编制。乡村文化建设考核是县文化

主管部门对乡镇文化站进行考核，不是乡镇工作考核的“硬任务”，而是“软指标”，这样就导致了乡村

文化振兴推进工作力度不够，措施难到位。

三、用新举措加快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党中央提出促进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农业农村的重大发展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包含的五大振兴

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形势下，必须用新举措加快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一是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纳入各级党委政府议事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乡村文化振兴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民间文化组织和文艺刊物管理，指导民间组织自行

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省、市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指导，将乡村文化

振兴纳入对县（市、区）的考核内容，注重在省域范围内选树推介典型经验，以点带面，促进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二是进一步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把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统筹

规划，同步实施，补齐文化建设短板。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对历史文化厚重的古村

落、古遗址保护力度。积极探索村级图书阅览室数字化改造，将农家书屋纳入县域公共图书馆，建立

综合总分馆体系，让藏书在一定区域内流动起来，阅读载体实现纸质和数字并重。将农村电影放映和

送戏下乡整合起来，改善农民的观影环境条件，加大力度在乡镇文化站配建数字影视厅和大戏台，提

升农民观影看戏的环境质量。加大对乡村本土创作、演出和乡村文化能人创办的“草台班子”的扶持力

度。通过政策导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力军作用。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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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引导农民

广泛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借鉴农民参与农业基地务工和分红模式，推动个体农户与市场主体结合，加

快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坚持从青少年抓起，通过开设本土特色优秀文化教育课程，定期举办知识讲座

、交流竞赛，组织参观文博馆等，培养青少年对乡村特色文化的兴趣爱好，提升文化自信，培育乡村

文化振兴的后备军。

四是通过多种方式培育乡村各类文化骨干。文化振兴，关键是人才。创新自主培育和人才引进相结合

的工作机制，不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建议推广“县聘乡用”模式，为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2名以

上有事业编制或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人员，指导村级选聘文化协管员，由财政发津贴，负责文化建设，

建立乡村文化振兴有效保障机制。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推广“师带徒”等行之有效的

办法，培养和造就一批贴

近百姓、热心文化工作、长期扎根农村的文化能人[2]

，补足乡村文化人才稀缺短板。以县为单位，建立非遗保护专项基金，直接扶持补贴国家和省级非遗

文化传承人。进一步在农村户籍、宅基地、民居改造等方面积极探索，为“新乡贤”到乡村创业，创造

宽松激励和谐的环境，为乡村振兴引入一支新生力量。

五是激活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形成生产要素。科学引导，给予政策和技术支持，激活乡村特色文化资源

，逐步形成生产要素，变成经济发展优势。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促进乡

村产业文化双振兴。有条件的乡村应立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品”农文旅相结

合的产业。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多个村庄，实现“连片发展”，规模经营，加快培育一批知名文化品牌。

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对传统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依托古民居、古祠

堂，建设一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村史馆、乡贤馆，展示古村落的发展历史和当代文化价值，使之成

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3]。

六是进一步改革创新完善乡村文化振兴机制。建立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整合相

关资源，编制文化设施、文化供给、文化效能、制度保障等专项规划。设立乡村文化振兴引导资金，

引入社会资本投入乡村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发挥政府购买服务职能，加大向社会购买文化产品力度，

引导社会力量更多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加快建立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机制，提升执行力，把中央和

省市的乡村文化振兴政策贯彻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打造兼具乡土性与现代

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搭建新乡贤议事平台，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公共事业建设，构建

一个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及乡贤组织等多元参与的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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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  海冰.振兴传统技艺 点亮非遗之美[N].湖北日报,2019-01-23.

[2]  于丽.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N].四平日报,2020-11-06.

[3]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创造力——全国政协“发挥文化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作用”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登[N].人民政协报,2020-09-21.

[责任编辑：胡   梁 朱苗苗]

On the R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 Taking Huanggang City,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MEI Xueshu, GUI Sheng, HU Dan, HUANG Jinhai, HU Tao

 

Abstract：Rural cultural rejuven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irit civi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 8 / 10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soci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ultural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tection has emerged, and various cultural associations and self-

media have emerged,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activities, folk traditions The custom is given a

new era connotation, and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has become a new ele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armers' cognition, real life, rural

statu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etc. Insuffici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problem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to the agenda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of all

levels, further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military role of farmers, and continuously cultivate various cultural backbone of rural industries,

activate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to form production factors Th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mechanism,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s with new measures.

Keywords：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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