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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发展现状以及文化创意对于振兴乡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分析文化创意与乡

村振兴的具体内涵,提出了增强乡村人民文化素养、发扬乡村文化、发展乡村经济、培育乡村人才等多

个角度入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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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i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the cultural attainments of the rural people, promoting the rural culture, develop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cultivating the rur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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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创意赋能乡村振兴,如新时代

所强调的一样,需要从内而外地振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在前头引领,对于

思想道德和公共文化两方面的建设进行

加强。不再只停留于浅显表面的劳作,

而是深入挖掘从古至今农耕文化这样一

种优秀传统背后所蕴藏的深厚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此外也要懂得

培育和挖掘乡土文化的人才。随着岁月更

迭,历史的长河中滚滚走来,文化创意走

向新的纪元,以文化为基础元素,整合科

技创意,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传播乡

风、家风、民风,焕发乡村崭新的气象。 

1 乡村发展及现状 

我们所提及的乡村即农村,与目前

步调发展较为一致,趋同性较强的城市

不同,乡村指的是具有与城市不同的,特

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是

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与城市、

乡镇的规模化、供应链化、工业化的农

业活动不同,农村的农业生产基本为家庭

或家族式农业作业及劳动生产。除此之外,

农村的人口居住模式与城镇也有不同,农

村呈现散落式居住,但在家族、家庭上又

较为聚集,城市、城镇由于房地产发展迅

速,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分工明确,人

口居住也呈现出集中式。以工业化社会作

为分水岭,可以看出人口迁移的速度及数

量转变。在中国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农村”

这一概念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指标,但

是规定了“城镇总人口”和“乡村总人口”

这两个人口统计指标。其中“乡村总人口”

指县(不含镇)内全部人口。 

但是日月更迭,时代发展,如今农村

正在向城市化发展,其中的主要内容包

括：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生产生

活发展的转变,以及农村传统文明向城

市现代文明的转化。 

2 文化赋能助推乡村振兴的意义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

村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现如今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发展脚步

更是日就月将,此时的我们回头长望,乡

村振兴应当得以重视。在2017年10月18日

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并且指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其实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乡村是

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

兼备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

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

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直都是作为全党工作内容之中的重中

之重,会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3 践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促进城与乡、人与人之间的交

融。在共同文化的滋养下,以乡土、乡音、

乡情、乡亲为纽带的“乡愁”,青山外绿

水旁,农产品农家乐,吸引人们再次回归,

一度冷清的村庄有了新的活力,给乡村

振兴带来动力。 

3.1增强文化素养。众所周知,城市

中有许多的文化传播媒体和途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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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媒体众多的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家

庭群里不知所云的分享、谣言、和辟谣。

我们更需要的是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科技馆、电影院等充满文化气息的场所

更能够熏陶文化素养。除了精神上的富

足,也需要身体上的强健,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多功能室、活动室、健身活动场

所都应该慢慢配备。可以在电影院进行

固定时间段免费电影的投放,选择一些

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在文化推行、民族精

神等方面的电影。同时也可以对于不同的

年龄层进行课程投放,例如针对孩子们的

智力开发小课堂、针对成年人的心理和能

力上学习,针对老年人的活动。同时在固

定时间段可以组织活动,例如,三月是雷

锋月,七月可以是爱党月,十月是爱国月

等等,组织一些活动以及讲座[2],由浅到

深地去讲诉着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 

3.2发扬乡村文化。根据不同的乡村

挖掘本土过往故事[3]、传统文化。例如

追溯到千百年前的历史,去看这片土地

书写下的一千零一夜。回忆前人们挖过

的井、种下的树等,追溯每一段历史,因

为这些都暗藏着文化。就像是闽南乡村

里逢年过节的黄梅戏、南音、木偶戏,

都将传统文化以一种可以相传的形式得

以展现。我们丢掉大城市的科技和浮华,

忘记工业、工厂的排气、轰隆的机器声

和飞过头顶的飞机声。我们着眼于前人

在曾经恶劣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一切,

我们学习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中,脚踏实

地、做好每一个工作。可以展开评选活

动,以及联谊活动。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

定时进行分享和学习。想要发扬乡村文

化,先要挖掘其精华。 

3.3发展乡村经济。首先要看到乡村

中可以进行经济发展的闪光点。例如挖掘

特有的乡村文化[4],传播文化的同时为乡

村引流,利用现代的大数据和流量进行推

广。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增大客流量,促进

乡村经济消费,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旅游

产业中包括了文化体验、推广。可以让游

客在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在生活体验中忆

苦思甜,利用平台、媒体作为宣传媒介,吸

引更多的人。针对不同地方乡村,进行不

同的经济改革政策[5],走属于各乡镇的

特色道路,但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在国家政策扶持必不可少,通过对

于乡村创业等可有相对应的支持政策、

对于乡村文化宣传有具体计划。 

3.4吸引、培育乡村人才。首先是针

对于目前乡村振兴急需人才入手,可以

出台相关的人才引流政策。结合目前疫

情尚未解决的情况,许多企业面临难以

持续,甚至是濒临倒闭、破产的风险,这

也就意味着有许多的人将会重新踏上求

职之路,与此同时,毕业季大门的打开也

将会有一大波的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

同时还要算上去年备战失败需要找工作

的、今年备战失败需要找工作的,本就逐

年递增的毕业生人数,在如今供需关系

无法达到平衡的人才和岗位的市场,有

利于乡村吸引人才。国家、政府可以通

过相关政策扶持,例如人才引进计划,对

于应届毕业生、本科毕业生、重点高校

毕业生以及博士硕士都进行较为完善的

人才补贴政策,为乡村振兴引入新兴力

量。此外对投身进入乡村振兴工作多年

的人也有扶持政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

的努力一直都有被看见。当人才引进后,

可以先带领他们对所处环境有一个大概

的了解,从人文风情、地方文化各个角度

入手,让曾经从这儿走出去的人知道,回

来是正确的选择,让第一次来这儿的人知

道,勇敢的人真的会遇上宝藏,从细枝末

节中感染他们,只有爱上这片土地,才能

真心实意为这篇土地的振兴不留余力。 

3.5以人为本,引领回归。从如今在乡

学习的孩子们入手,让孩子们充分了解自

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努力为孩子

们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们的自

主创新能力。可以挖掘乡村的特殊点[6],

通过乡村特有的环境条件,组织专属乡村

的夏令营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在畅游

知识海洋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实践检验那

些原来只是浮现在纸上的文字。通过文化

创意,制造文化认同感,让孩子们努力走

向未来,汲取更多的能量和知识,同时也

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家的种子,回家

的种子。在文化创意下的乡村振兴,给了

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一个一展拳脚的机会,

让不可预期的远方,那些无数的可能性,

成为这代人坚持下去的理由。正如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所以当下我国

特别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现代

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和人才。

我们可能无法一蹴而就成为农业现代化

的人才,应当迈出这第一步。 

4 结论 

文化创意可从多方面入手赋能乡村

振兴,当然以实践为基础才能将乡村振兴

战略落到实处,未来的实践也是具有创

新、多元化发展的实践。实践的指导性不

仅仅是落实在一个国家上,更是落实在每

个人身上。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我

们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开始努力发展和不断

追赶世界的脚步,追赶着物质和文化需求

的增长,一直追赶到了今天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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