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在江西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得

知当地发展特色旅游、茶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成效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在村民

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亲切地说：“中国式现

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

现代化，我很关注乡村振兴。希望你们保护

好自然生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

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

设得更美丽，让日子越过越开心、越幸福！”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

撑。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农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此，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提升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如今，在广大乡村，一项项民俗活

动热闹起来，一座座乡村文化礼堂亮了起

来，一家家农家书屋改建提升……把文化元

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既丰富了农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也涵养了文明乡风，塑造着乡

村的文明新风貌。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社会效益，

也具有经济效益。以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长

滩村为例，漫步村中，银饰刺绣非遗庭院、龙

舟模型制作小院、粮画艺术庭院鳞次栉比，文

化项目丰富多样；每逢节庆，稻田捉鱼、吹笙

踩鼓、篝火晚会等农耕民俗活动，为游客带来

别样体验；村里巧手的绣娘参与制作的特色

文创产品，成为游客们喜爱的纪念品……当

地依托文化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小而精”

“小而特”的农文旅一体化发展路子，越来越

多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挖掘乡村

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不

仅有利于形成旅游亮点、以差异化体验赢得

市场，还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进而增强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各地乡村文化活动丰富活跃，展

现出繁荣发展的蓬勃气象。“村BA”“村超”等

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火热开展，特色“村晚”颇

受欢迎，非遗展演引游客驻足……绚丽绽放

的乡村文化之花，扮靓村民文化生活空间，充

实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但也应看到，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解答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激发文化活力，为

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是基础。我国地

大物博、历史悠久，广袤的乡村大地蕴藏着各

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

乡村有着大量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

以及自然风光、田园景观等；从非物质文化层

面而言，乡村在民族文化、传统民俗、戏曲曲

艺等方面，也有着十分丰富的特色资源。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动优秀传统乡村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能激活乡村文

化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各地依据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就

能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

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人是关键因

素。在福建省柘荣县靴岭尾村，村里邀请柘

荣剪纸非遗传承人为村民们上课，村民们学

到了好手艺、文化多了传承者，村里办民宿、

做研学，推出文创产品，发展乡村旅游，村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在湖南省汨

罗市，当地大力实施文化资源普查、非遗抢救

性记录、方言调查“响应”计划、汨罗江档案等

“乡村记忆”工程，许多热爱乡土文化的非遗

传承人、民间文艺工作者等参与其中，挖掘整

理本地乡土文化，创作编排了一系列乡土文

化文艺精品。从实践来看，无论是聚众力保

护好文化资源，还是集众智推动传承创新，都

需要不断扩充文化传承队伍。

针线流转，绣出“锦绣”生活；歌声嘹亮，

咏唱浓厚乡情；戏曲悠扬，诠释价值观念……

乡村文化蕴含着培养文明风尚、助力乡村振

兴的强大力量。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培

育更多乡村文化人才，强化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将被更好激活，乡亲们的日子

将越过越有滋味。

（崔妍）

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时评】

笔者10月27日获悉，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文化和

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四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公布首批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的通知》。经过严格遴

选，确定了首批63个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试点名单。

根据通知，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教育、自

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大对试点地区的政

策扶持和工作指导力度，推动试点地区围绕创

意设计、演出、音乐、美术、手工艺、数字文化、特

色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在体制机制、发

展举措、产业导入、政策保障等方面先行先试。

此外，要加强试点经验总结推广，不断发

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做强乡

村特色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和

旅游项目建设运营，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效能，

统筹利用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积极探索文

化和旅游产业用地模式，不断培育乡村发展新

动能。 （据新华网）

首批63个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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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5398099910。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霍邱县曹庙

镇乡村振兴专员胡晓俊结合岗位优势，

开展了一系列“聚集各方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活动，为曹庙镇发展献计献策、加

油出力。

日常了解“广泛谈”。积极到村走

访，通过实地参观考察优质粮食生产示

范基地、老郢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片、甄岗

村龙盘水库旅游示范点、元圩村“千亩果

园”采摘区、吴阳村忠旭雨衣帮扶车间、

曹庙村稻虾养殖示范点等重点开发项

目，了解实情，寻觅振兴之机。

专项了解“深入谈”。紧密结合曹庙

镇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曹庙

镇乡村振兴的基本构想》，重点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打造现代粮油产业基地、农特

产品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电商平台和

数字经济；发挥土地资源优势，兴办农事

服务中心，推广“大托管”农业，大力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加强环境整治，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荣誉感和满意度。

紧盯工作“跟进谈”。曹庙镇与安徽

省农科院积极合作，打造优质粮食基地，

制定实施方案，促进落地生根。同时，结

合当前秋种工作，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各

村秋种形势，摸清农作物底数。通过召

开座谈会，了解秋种工作存在的暂时性

困难，指出解决办法，构建以党建为引

领，统筹推进秋种工作的新机制，进一步

增强党建工作实效，实现党建与秋种工

作共赢。

（王忠武）

六安市霍邱县曹庙镇——

聚各方力量 助乡村振兴

10月28日，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亳州市利辛县孙集镇梁营社区“旱改水”项目农田收割水稻。近年来，该县

对现有的中产低田和低洼易涝地进行提质改造，将旱地改为水田，并通过“党支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形式，有效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刘勤利 摄

近日，笔者走进宣城市宣州区孙埠镇建国村锦园家庭

农场的水稻基地，只见稻浪翻滚，空气中弥漫着稻香。不

远处，农场负责人张玉和现场指挥农机手开足马力，趁着

晴好天气抢收稻谷。

“我家今年种植水稻600多亩，主打野香优油丝品种，亩

产约1200斤，预计单季稻收入40万元左右。”望着金黄色的

稻田，张玉和笑逐颜开。他介绍，家庭农场坚持绿色种植、绿

色防控和精耕细作模式，主要从事订单农业，从水稻播种、收

割到最后加工成大米，全部在农场内完成。水稻收割完后，会

进入烘干程序，然后实行错峰销售，实现利益最大化。

“全镇一季稻种植面积4.5万多亩，如果天气一直晴

好，月底就能完成秋收任务。”孙埠镇农综站站长胡华强表

示。该镇坚持早谋划、早落实、早宣传、早发动，鼓励家庭

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成片集中规模化种粮，以镇村分

工干部包保网格化为主体，将全年粮食生产任务分解落实

到乡镇、村、户、田块，保障全年粮食生产任务如期完成。

（张敬波 吴舒婷）

精耕细作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