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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矛盾突出，特别在城市快速

扩张的地区，文物周边环境遭到破坏，视觉景观受到干扰。

以某古镇为例，大量商业店铺进驻历史街区，原住民逐渐搬

离，传统生活方式消失，造成“有形无魂”的问题。

3 大运河文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策略

3.1 完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框架
　　构建分级管控体系需要从立法层面确立保护框架。

浙江省通过专项条例划定遗产区与缓冲区边界，对核心区域

实施严格建设限制，在缓冲地带推行风貌协调审查机制。地

方立法机关在制定细则时嵌入动态调整条款，允许根据河道

变迁或考古发现更新保护区划。在具体实施中形成“规划先

行、评估介入、动态监管”的闭环流程，建设项目审批前需

经文化遗产影响评估，重点审查施工方案对地下遗存和景观

视廊的潜在影响。针对历史城区特殊需求，增设核心监控区

制度，明确河道两侧特定范围内禁止高层建筑与工业开发，

通过容积率转移补偿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建立跨部门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水利、文物、规划等部门联合审查重

大项目，确保保护要求融入城乡建设全周期。

　　政策执行需配套长效保障机制，设立省级遗产保

护专项资金，采用政府注资与社会捐赠结合的筹资模式，探

索土地出让收益反哺文物修缮的创新路径。制定税收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参与保护，对采用传统工艺修复古建筑的企业减

免增值税。推动保护条款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要求开发商履

行考古勘探义务并承担遗址展示成本。完善公众参与渠道，

开设线上文化遗产监督平台，鼓励市民举报违规施工行为，

形成全民守护的制度环境。通过立法授权基层文物部门执法

权限，配备具备专业资质的巡查队伍，对破坏文物的行为实

施顶格处罚 [2]。

3.2 增强文物保护法的地方适应性与执行力
　　提升法规落地效能需依托跨部门协作平台搭建、

常态化巡查机制创新、数字化技术赋能三大路径。在行政架

构层面整合文旅、规划、生态环境等部门职能，成立文化遗

产保护联合办公室，每月召开联席会议协调文物修缮、土地

征收、环境治理等事务，避免因权责模糊导致的推诿延误。

例如古建筑修缮工程需同步办理文物审批、施工许可、消防

验收等手续，联合办公室通过“一窗受理”模式将审批时限

压缩40%。日常管理中推行“网格化巡查+智能监测”双轨制，

将运河沿岸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由专职文保员每周两次检

查墙体开裂、排水堵塞等问题，同时在水闸、古桥等关键点

位安装位移传感器与湿度探头，数据实时回传至省级监管平

台，系统自动生成结构健康评估报告。针对突发性损毁事件

开发应急预案库，当监测到驳岸倾斜度超过安全阈值时，平

台即刻触发预警并调取邻近区域的抢险队伍、工程车辆、修

复材料储备信息，实现 1 小时内人员到场、24 小时内制定

抢修方案。这种“人力 + 科技”“预防 + 应急”的立体化

管理模式，显著提升文物保护的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

　　可以参考宁波市文物局积极探索全市文物安全工

作的新路径，通过管理系统重塑、流程再造和效能提高，实

现了全覆盖的安全隐患排查，有效守牢了文物安全底线。以

临海市古城墙保护为例，该市依托《浙江省文物安全工作全

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整合了文物安全智治系统和基层治

理平台，创新实施了“纵向多跨文物安全治理闭环”和“横

向多跨文物安全治理闭环”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建立数字

化体检标准，临海市文物部门对古城墙进行了全面的安全评

估，从管理能力、防护能力、环境影响和本体病害四个维度

进行了风险等级评定。体检发现墙体部分区段存在结构松

动风险后，系统自动触发了预警，并通过“智联协同组件”

将信息分发至相关部门。当地文物部门根据《不可移动文物

安全感知终端布设规范》，在古城墙关键节点安装了位移传

感器和湿度探头，实时监测墙体状态。结合“文物安全巡查

任务闭环流程”，文保员定期巡查上报，形成了“人工检查

+ 技术监测”的双重保障机制。一次暴雨后，系统检测到城

墙某段排水不畅，监测数据实时传输至市级文物安全智治系

统。系统触发了预警并自动生成了处置任务，通过横向协同

机制，排水系统维护单位在 24 小时内完成了整改，有效避

免了雨水浸泡对古城墙的持续损害。临海市文物安全数字化

管理实践充分体现了浙江省“整体智治、量化闭环”的理念，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实现了文物安全风险

的精准识别、高效处置和系统管理，为全省文物安全保障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3.3 修复技术与环境调节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文物修复需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优先采用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复合型方案。针对砖木结构建筑，首先

对倾斜或变形的梁架进行力学分析，利用传统打牮工具缓慢

调整受力角度，通过杠杆原理逐步矫正至原始状态，过程中

避免使用金属构件强行固定，防止破坏木构榫卯结构。替换

腐朽木材时，需从同树种老料库中筛选纹理、密度相近的原

材料，经手工刨削后采用传统鱼鳔胶黏合，并在新构件表面

涂刷由老砖粉、矿物颜料调制的仿古涂料，使新旧部位色泽

过渡自然。地面修复需铲除后期浇筑的水泥层，按原工艺重

新铺设青石板，板间缝隙填充石灰与糯米浆混合物以增强防

水性 ; 同步疏通被堵塞的暗渠，沿墙基开挖导水沟并埋设陶

制排水管，引导雨水汇入运河，解决建筑内部潮湿问题。驳

岸加固采用分层修复法，外层用糯米灰浆填补风化裂隙，中

层植入松木桩增强抗剪力，底层以竹编网兜装填卵石堆叠成

护坡，既恢复传统水工技艺，又提升抗洪能力。生物防治方

面，研发以苦参碱、印楝素为主要成分的植物提取液，定期

喷涂于木构件表面形成防虫膜，同时引入白蚁天敌如蠼螋等

昆虫建立生态平衡，减少化学药剂对古建筑微环境的破坏。

3.4 文化遗产旅游的科学规划
　　构建全域旅游空间需整合水陆交通网络，开发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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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观光游船串联沿岸码头遗址，船舱内嵌透明玻璃地板展示

水下考古成果，甲板设置全景摄像头供游客生成动态航行轨

迹图。历史街区改造中植入沉浸式叙事装置，通过地面投影

还原古代市集场景，游客踩踏特定区域可触发全息影像演绎

商船卸货场景。设计多感官体验路线时，在古桥安装振动传

感器捕捉脚步频率，联动音响系统播放对应年代的漕运号子

声。研学基地创新采用“时间胶囊”概念，将考古现场转化

为开放式实验室，青少年可通过显微观察台分析陶瓷碎片纹

样，使用 3D 建模软件复原残损文物形态。夜间经济打造中

运用智能光控技术，根据人流密度调节遗产建筑泛光照明亮

度，河道两侧安装低干扰地灯指引游览路径，同步开发 AR

寻宝游戏激发探索兴趣 [4]。

3.5 创新文化产品的开发与地方品牌建设
　　文创开发需从符号提取、功能转化、渠道拓展三

阶段递进，首先对运河沿线纹样、建筑构件、水工工具等元

素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三维模型数据库，设计师从中抽取

拱桥曲线、船橹形态等特征，转化为灯具、茶具等日用品的

设计语言。虚拟体验项目需搭建混合现实交互系统，游客佩

戴 AR 眼镜后，手机摄像头识别古桥石雕纹饰即触发全息投

影，展示当年漕工拉纤、货物交易的动态画面。数字平台建

设需整合景区导览、票务预约、文创电商等功能，开发 AI

导览助手，根据游客停留时长与点击行为自动推荐个性化路

线，同步接入手作体验、夜游船票等产品的即时预订系统。

特色商品研发注重材料创新，例如将蓝印花布工艺与抗菌纤

维结合制作文创口罩，或利用运河淤泥烧制陶器，底部镌刻

沿岸地名形成系列收藏品。品牌塑造需策划年度主题事件，

联合沿线城市举办水上国际艺术节，邀请舞者在漕船甲板表

演现代舞，运河两岸设置露天画廊展示流域城市摄影作品，

通过全球直播提升品牌辐射力 [5]。

4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未来研究的深化应沿着理论构建、技术革新与机

制创新三条轴线展开，形成多维联动的学术探索框架。首先

需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理论模型，针对大运河作为超长线性

遗产的特性，突破行政区划壁垒，探索省际协同立法与利益

分配机制。可借鉴河北省构建的“省际协调机制” 及国外

运河遗产廊道管理经验，研究流域内生态补偿、文化资源共

享等制度设计，推动建立长三角区域大运河保护联盟。其次

应深化智能监测技术体系研究，结合杭州“数智运河”系统

的多维度数据采集经验，开发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与人工

智能的预测性保护模型，重点突破劣化机理模拟、风险阈值

设定等关键技术，实现从被动修复向主动干预的范式转变。

第三需拓展活态传承路径研究，结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数

字展演实践与龟兹石窟数字光影技术，探索沉浸式叙事、虚

实共生等新型阐释方式，构建兼顾历史真实性与当代审美需

求的表达体系。第四要创新文旅融合模式，参考重庆“巴渝

文物”VR 交互系统 与通州运河 5A 景区创建经验，研究文

化遗产旅游的流量承载模型与体验价值评估体系，开发兼顾

文化传播与生态承载力的可持续旅游产品。最后应加强社会

参与机制研究，结合杭州“义仓卡”公众参与模式与非遗传

授经验，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群共建的多元治理网

络，探索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社会创新路径。这些研究方向

需依托跨学科交叉平台，通过持续跟踪评估与迭代优化，形

成具有普适性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

5 结语

大运河浙江段保护实践显示文化遗产传承需多维协同

治理。通过完善法规、科技监测、创新修复技术和科学规划

文旅融合，形成“保护 - 修复 - 利用”循环。未来应深化跨

区域协作，强化公众参与，推动保护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建

转变。在数智化与文化创新驱动下，大运河保护将为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提供样本，促进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和谐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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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Yinshan Qi
Xiongbi Town People’s Government, Shizong County, Qujing, Yunnan, 655701,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policy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rur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ers. Under 
this strategic framework,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farmers’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the current rural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restrict the full play of its ro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under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ultural culture and 
talent	train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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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status quo;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戚寅山

师宗县雄壁镇人民政府，中国·云南 曲靖 655701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推进乡村全面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提升农民素质具
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是提升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农民获得
感、幸福感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通过
分析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现状，探讨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对策。研究表明，提升文化活动的参与
度、加强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举措，对于推动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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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着眼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还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群众文化活动

的重要性。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

民精神生活、提升乡村整体文化素质的关键因素。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文

化生活、增强乡村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

于资金、设施、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群众文化活

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旨在深入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现状、问题及其对

策，提供有效的思路与建议，以期为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现状

2.1 文化活动的普及程度逐步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加大投入，推动文化设施

的建设与完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参与文化活动的机

会。从文化广场、文化站到农家书屋、文艺院团等设施的建

设，农村的文化氛围不断得到改善。同时，农村群众参与文

化活动的意愿和实际参与度也逐渐提高，特别是在节庆、文

艺演出等活动的组织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参与到文化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