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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常钦）务

实高效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全面加强乡村

文化保护传承，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

用和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近日，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文联办公厅联合印发

《“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

动”工作方案》。

据了解，“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

兴在行动”以打造“有影响力传播力的管用平

台”为抓手，按照文化铸魂、文化培根、文化养

德、文化兴业进行系统谋划，提出了12项重点

活动。

农民公益培训、乡村大讲堂等活动突出文

化铸魂，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移风易

俗和精神文明建设；乡村记忆工程等活动，将

开展全国性的乡村文化艺术资源摸底调查，推

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保护、活态传

承发展、转化创新利用；中国农民诗会、农民文

艺作品展、乡村优秀文化艺术展演、农耕农趣

农味文化体育活动突出以文养德、以文化人，

提升农民群众综合文明素质素养，强化乡村治

理中德治的润心聚力作用；乡村文化产业创意

大赛、乡村文化地图发布、乡村文化艺术基地

培育、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等活动重在文化兴

业，带动乡村旅游、体验、研学、教育、康养等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

为推动各项重点活动落地实施，“大地流

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坚持守正创

新、求真务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贴近农民

办活动，加大富有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项目

开发，持续提升乡村文化感染力；增加文化资

源投入，引导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鼓励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探索建立文化帮扶机制；丰

富活动内容形式，注重运用新技术、新载体，

融入现代文明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促进

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保

护第一，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深

入挖掘乡村文化的丰富宝藏，开发利用其市场

价值，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化模式，进

而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创新，以文化赋能乡村全

面振兴。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支持重

点活动落地实施；强化服务保障，以志愿服务

的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完善智力支持，组建乡村文化振兴专家委员

会，加强乡村文化研究研讨，联合开展田野调

查，培养乡村文化人才。

十二项重点活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农业农村部、中国文联联合印发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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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赵飞日前呼吁，要加强文化传承教育，让

更多年轻人爱上“徽文化”。

提到文化这两个字，几乎所有人的都非常熟悉，但

是，要想把什么是文化说清楚，却并不容易。以此类推，

什么是徽文化，又有多少安徽人、尤其是安徽的青年人能

说清楚呢？

“徽文化当然是指安徽这块土地上看得见的地域文

化和看不见的人格精神内核共同组成的徽风皖韵。有黄

山归来不看岳的山川秀美，有未决杭颍谁雌雄的皖北风

韵，有江南水乡的轻声细语，有皖北平原的开阔大气。有

一杯杯好酒，有一道道风味，这些都是安徽独有的徽风皖

韵，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符号。”赵飞委员说。

但是，如何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喜欢和认同安

徽文化精神，仍面临着以下几点问题。一是对徽文化了

解不够深入。许多青年朋友对徽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表

面，对其历史、艺术、建筑等方面的了解不够全面，缺乏深

入了解和研究。二是传承意识不强。在现代社会，一些

青年人过于追求时尚和潮流，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徽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受

阻。三是缺乏实践体验。许多青年朋友没有机会亲身参

与徽文化的传承和体验活动，无法真正感受到徽文化的

魅力，从而影响了对徽文化的认同感。

还有就是教育引导不足，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

对徽文化的教育和引导不够充分，使得青年朋友对徽文

化的认同感得不到有效的提升。

对此，赵飞委员建议，要深入挖掘徽文化的内涵，打

造出更易于传播的标识、口号和特色。徽文化，是源于安

徽省的地域文化，是徽州文化、皖南文化以及安徽区域文

化的总称。它包括了皖南的徽派建筑、徽菜、徽剧、徽墨、

徽学等，也包括了皖北老庄文化的底蕴等诸多方面。这

些文化遗产，既是安徽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例如，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白墙黛瓦等特点，成为了中国

传统建筑的代表之一。而徽菜则以其独特的烹饪技艺、

口感和色香味俱佳的特点，位列“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徽剧则以其优美的唱腔、精湛的表演技艺和丰富的剧目，

被誉为“百戏之祖”等等，这些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安徽

人骨子里的底气和内涵，是每一个安徽人从小都应该知

道的骄傲。

创新徽文化的传播方式。赵飞委员说，在信息化、网

络化的今天，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徽文

化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到徽文

化。通过网络、电视、电影等多种渠道，让徽文化走进千

家万户。“例如，制作以安徽历史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电视

剧等，让徽文化真正落地生根，让大家能很容易地感受到

徽文化的魅力。”

赵飞委员还建议，加强徽文化的教育普及，走进校

园、社区，让徽风皖韵于无声处浸润人心。可以在学校开

设徽文化的相关文化课程，让学生从小学习徽派建筑、徽

菜、徽剧等方面的知识。“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可以举办

‘中国安徽文化年’等相关活动，一来可以吸引中外游客

前来参观，二来让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徽风皖韵的魅

力。同时，也能通过此类活动的举办促进地方旅游业的

融合发展，从而带动和增强更多人尤其是青年朋友对徽

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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