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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步入新时代,是全体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新时代不是意味着结束,而是新的征程。美

丽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一项惠及民生的重要任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嵌入爱国主义情怀,显得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情怀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命脉所在,而且能够激励广大村民为建设美丽家园而奋斗。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应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为此,创新爱国主义情怀嵌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方法,

需要讲好爱国故事、发挥榜样作用、聚焦乡村问题、创新文化活动等等,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水平。 

[关键词]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爱国主义情怀；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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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

乡村建设也应该顺应历史的发展,符合

新时代的要求,建成村民满意的美丽乡

村。从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中华儿

女之所以能够自强不息、团结奋斗, 终

建设了新中国,是因为爱国主义情怀始

终占据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不断激励

中国人民砥砺前行、永不放弃。步入新

时代,爱国主义情怀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仍然能够发挥引领性作用,能够将村民

们团结起来,为了幸福生活和美丽家园

而奋斗。为此,创新工作方法,“制定美

丽乡村建设目标,勘探乡村环境,收集乡

村产业、文化等信息,认真吸纳村民们的

建议”[1],使得爱国主义情怀能够更好的

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是呼应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任务。 

1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

爱国主义情怀嵌入 

爱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民 为深沉

的情怀,在广大农民心里更加地坚定。爱

国主义情怀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命脉

所在,而且能够激励广大村民为了建设

美丽家园而奋斗,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

就是广大村民的天生特质,我们应当充

分挖掘出来,应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1.1爱国主义情怀是美丽乡村建设

的命脉所在 

中国步入新时代,农民的生活生产

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的提高,城乡发展水平、公共服务

程度逐渐缩小,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

程度的不断提升,网络在农村也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广大农民基本都用上了互

联网。互联网在让村民们扩大交际、获

取知识的同时,也给村民们带来了许多

垃圾信息。不少村民没法很好的辨识信

息,容易被有害信息所侵蚀,还有一些西

方价值观念通过互联网传播给了村民,

一些村民就不加辨别地接受了。 

面对新时代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更加深入融合爱国主

义情怀,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各项工作和

建设中,用爱国主义来洗涤各种污尘。美

丽乡村建设是全方位发展的建设,我们

应当以爱国主义情怀为引领,在乡村建

设中营造浓厚的爱国氛围,使村民们时

刻以国家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 

1.2爱国主义情怀激励村民为美丽

家园而奋斗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

广大村民的本心。一个人爱国家,就是

爱集体,就是爱自己。广大村民首先是

集体中的一份子,是国家的子女,我们

应当树立集体意识和国家意识,以国家

利益为重,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爱

国主义情怀在村民们心里能够转换成

强大的力量,激励他们为了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努力奋斗。没有什么能够如此

激发村民们的潜力,唯有深沉的爱国主

义情怀能够做到。 

集体的事情靠大家,美丽乡村建设

需要每一位村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爱

国主义情怀的引领下,广大村民能够更

好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建设

美丽家园。爱国主义情怀还能够发挥强

大的激励作用,激励大家辛勤劳作,以劳

动为荣,靠奋斗来成就幸福人生；激励大

家义利相兼,以集体为重,靠团结协作来

建设美丽家园；激励大家尊老爱幼,以助

人为乐,形成良好的乡风民约。 

2 美丽乡村建设应与时代同步

伐、与祖国共命运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快速推进,

对乡村治理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而爱国主义作为我们 重要的精神

纽带,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能够发挥出巨

大的潜力。 

2.1讲好爱国故事,谱写文明新篇章 

红色文化资源是宝贵的财富,是红

色革命精神传承的需要[2]。在革命战争

年代,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实际出发,将马

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

出伟大的的革命路线,广大农村地区成

为了我党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地

区谱写出了一篇篇壮丽地英雄史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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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散落着许多历史建

筑,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工艺,它们有着重

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要加强

保护和利用,讲好历史故事。 

从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我国的爱

国奉献故事不计其数,我们应当充分利

用好这一优势资源。结合新时代美丽乡

村建设,充分利用好各种讲述方式,既要

用好传统组织宣传方式,如定期组织村

民一起播放观看红色爱国电影、召开村

民会议讲述爱国故事等；又要用好新兴

媒体技术,如建立村民微信公众号,定期

上传一些爱国奉献事迹,建设乡村电子

荧屏和海报栏,及时跟进国家重大方针

政策等。 

2.2发挥榜样作用,提升村民主体性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美丽乡村建

设需要无私奉献、爱国敬业的榜样。这

群人工作条件可能并不优越,可是他们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在小岗位中创造出

大价值；他们家庭条件可能并不富裕,

可是能够做到无私奉献、乐于助人,在小

关怀中创造出大温暖；他们身体健康可

能存有问题,可是能够爱国爱党、艰苦奋

斗,在小事情上体现出高品质,这些都是

咱们广大村民自己。 

乡村的主人是村民们自己,村民们

自身的行为不仅代表着所处乡村的形象,

更影响着后代人的成长成人。广大村民

应当人人争相做榜样,以爱国为根本,还

应做到敬业、诚信和友善。乡美丽乡村

建设需要榜样的力量,通过模范榜样来

培育村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充分发挥

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以爱国热忱带领

村民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2.3聚焦乡村问题,深入推进爱国情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乡村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滞

后,还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都会严重制

约着乡村的发展。乡村是村民们生活的

宝贵家园,家园发展遇到了困难、遭受到

了破坏,需要村民们团结一致,加强培育

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聚焦乡村现

实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党和政

府的帮助,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 

新时代乡村建设必须聚焦现实问题,

从问题出发,建设特色乡村,打造有活

力、有魅力地美丽乡村。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要发现问题、分析分析、解决问题,

需要更好地掌握广大村民的意识形态,

引领村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剔除危害思想对村民们精神领域的侵

害。发挥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核心引领

作用,引领村民们始终以大局为重,敢于

直面问题,为建设美丽乡村尽心尽力。 

2.4创新文化活动,打造乡风新环境 

新时代建设的美丽乡村是乡村风貌

建设的美丽和乡风内涵打造的美丽相统

一的乡村,是村民物质生活安稳和村民

精神世界丰富相统一的乡村。马克思主

义 本质、 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让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3]。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既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努力实现农业

现代化,满足村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又要

创新乡村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娱乐生

活,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 

步入新时代,乡村文化活动也应该

顺应时代的发展,继续推出更多更新地

符合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提高

村民们的体育竞技运动意识,举办乡村

运动会,根据乡村现实情况安排体育项

目,让村民们在竞赛中感受祖国体育竞

技的强大；还应当举办各类乡村文艺汇

演,鼓励有才艺的村民积极展示自我,让

村民们在其乐融融的环境中感受祖国的

美好；打造乡村舞台,各种爱国主义主题

活动应该经常举办,让村民们在忙碌之

余能够休闲娱乐,提高生活水平。 

3 结语 

无论何时何地,爱国主义情怀永远

都是广大村民心中永恒的爱。步入新时

代,我国的广大乡村地区正在如火如荼

地打造美丽乡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

地景象。将爱国主义情怀嵌入新时代的

美丽乡村建设,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培育出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地中华文化,爱国主

义是核心文化之一。只要每一位村民都

能热爱祖国、艰苦奋斗,那么美丽乡村

建设的目标就能很快实现,就能实现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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