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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culture,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crucial for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limite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ut also needs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cultural level of farmers. 
In this context,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establish a grassroots culture that adapt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grassroo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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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推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中国陆续出台了乡村全面振兴总体战略，这对于加速社
会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乡村振兴的目标不仅局限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需注重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
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种适应乡村振兴的基层文化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因此，论文对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建设基
层文化的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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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发展体系中，人才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繁

荣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乡村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都离

不开人才资源。为了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建设并促进当地经

济的持续、蓬勃发展，需要提出更多科学、有效、实用的发

展规划策略。通过这种改变，可以使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和

先进，从而为他们未来的事业发展提供明确、清晰且可行的

科学规划。同时，这也会有效地促进基层群众的参与，推动

社会文化的发展。为进一步创造一个美好、和谐且文明向上

的新乡村环境，将积极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1]。农业的发展是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因此，农业技术培训教育对于每

个农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培训和教育，可以满足新

农村现代化生产和技术需求，让农民获得更多实质性的粮食

产量，同时充分释放土地生产力，提高农村机械设备的利用

率，全面提升农业生产和效率，为乡村文化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
作用

2.1 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当前，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在发挥着关

键支撑作用。同样，基层群众文化队伍的建设也需要充足稳

定的各类人才资源作为智力支持。基层群众文化能够有效推

动中国基层群众文化的建设，并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思想文

化方面意识的传承教育，以改变某些村民长期沿袭的陈旧观

念和腐朽思想。此外，应该更加注重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组织

的建设，特别是加大投入力度以培养新型农技人才和专业技

能型人才。乡村文化发展滞后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发展不够充

分。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定期的传统农技文

化培训，科学合理地规范村民参与。教育培训项目不仅能及

时满足中国农村经济生产高速发展阶段的现代化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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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实现农民科学增产和增收，还直接提升土地生产力水

平，优化农业机械装备的利用效率，提升传统农机化生产管

理效能，为现代乡村文化体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2]。

2.2 有利于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积极培养和提

升基层居民的文化建设意识。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应该注

重向农村倾斜，确保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同时，应加快提

高基层乡村文化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实现县域城

乡资源的有序配置，推动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此举，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民对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

需求，提升乡村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精神观念

水平。这将有助于实现基层城乡文化生态的健康、有效和可

持续的全面融合。

2.3 充分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当前，随着国家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农村经

济文化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提

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并对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素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因此，必须跟上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制定科

学合理高效的文化产业对策，通过深入开展基层群众文化建

设和工作创新，努力满足城乡居民对文化生活内容不断充实

增长的新需求，使他们的群众业余生活内容变得更加生动丰

富多样。此外，在帮助基层居民逐步了解更多有关健康科学

知识的活动中，也能够有效地增强他们的整体文化修养，为

推动农村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3 中国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部分地区思想认识不足
中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扶贫攻坚

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也意识到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存

在着思想认识不足和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农村地区基层群

众文化建设工作认识不足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民众

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局限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忽视了文化建

设。因此，在相关方面的资金投入非常有限。

3.2 农民参与程度不高
从当前乡村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状况来看，多数情

况下，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较低。很多地区仅仅遵循有关管

理部门的决策措施实施，并未充分了解乡村群众对文化的需

求，导致开展的文化项目与农村群众的兴趣不符。甚至由于

有些偏僻农村地区开展的各种基层文化建设等工作形式与

实际农民群众自身的基论文化需求状况并不紧密一致，造成

农民群众参与率极低、配合度相对不较高等的普遍现象，还

有些偏僻地区基层单位在实际开展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

工作时只流于宣传表面，缺乏反映实际工作的深层文化基础

建设相关内容，挫伤农民群众文化热情，并未充分了解当地

农民对于文化体育娱乐类项目的喜好与需求，以及农村经济

发展所需的文化发展方向 [3]。

3.3 缺乏地域特色
中国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在不同村落间存在各自的情况与特点。然而，在当前的

文化建设形势下，相似度较高、缺乏地域特色的情况相当普

遍，很多文化建设项目如出一辙。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

如广场、图书馆等设施，缺乏独特的个性和独有特色的设

计。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基层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没有充分投

入并采取实际行动，而是盲目地照搬他人的文化建设项目，

忽视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因此，需要重视并加强农村地区的

文化建设工作，形成与农村特色相符合的设计方案。以典型

的老年农村文化中心为例，一旦某地广场舞文化项目取得了

良好反馈，周边农村地区便会纷纷效仿其文化建设。尽管借

鉴他人的经验是可行的，但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注重融入本土

特色，并进行大胆创新，不能直接照搬他人的文化项目。

4 中国农村地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有效对策

4.1 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增强农村文化的自

信心
群众文化的形成是通过实践来加强基层文化。必须在

实践中开展群众活动，各部门应将人们的思想、文化需求和

精神承诺纳入设计中，创新和丰富领域，以促进人们的普遍

参与和活力。例如，可以定期组织马拉松、自行车等主题的

运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身体发育。为了推动个人文化

融入和心灵发展，政府可组织团体参与爱国主题、传统节日、

文化活动以及老年人活动。除了线下活动外，主管部门还可

积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主动创建在线活动。此

外，新媒体和互联网还可以用于文化传播和教育。

4.2 建立人才回流机制
基础群众文化建设是一项繁杂、结构性、全方位的任务，

有助于提升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基层组织对文化的

接受度和质量，满足基层文化建设的需求。多年来，中国一

直存在人才短缺的不利情况，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为实现人才回归，可以建立相应机制，同时加强个人保障，

以助其回乡。同时，地方政府应在基础社会文化的前提下，

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年轻人在农村创业成长，不断吸引人才。

在实践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以

推动专业人才的流动和动力。此外，国家还应加强乡村振兴

战略，提升年轻人参与家园建设的积极性，并吸引更多年轻

人前往农村地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创造宜人环境，使得决

定留在农村发展的人才能够获得良好职业机会，并发现晋升

和成长的机遇。此外，在建设基层文化单位时，相关部门必

须更加重视这些单位的重要性，例如通过定期培训和专家指

导，提高文化组织的工作效率。

4.3 积极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模式
在推动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建设创新过程中，应以

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工程的最新实际工作情况为基础，积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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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和创新群众文化阵地建设的全新方法和工作方式，探索一

种符合城乡农民需求且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活动管理新模

式。从全国各地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推广情况来看，大多数地

区仍然采用传统的文化推广方式。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

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乡村文化服务建设和

模式推广在新阶段得到了更加有力的支持。文化建设创新模

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符合以互联网数据时代为基础的文化

建设模式。二是能够满足农村基层群众参与的需求。例如，

可以组织诗词朗诵大赛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激发农村群

众的积极参与意愿和热情。三是应在创新过程中时刻修正与

改善，及时更新文化构建方式，从而促进农村基层居民文化

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4.4 进一步加强乡村产业发展
为了顺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发挥乡村文化

建设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加大乡村产业发展的力度。关于

“文化创新”主题，可以通过创新保护乡村的民俗节日、村

落建筑以及民间艺术等资源。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采取

主题文化节、主题旅游节等形式，来宣传推介当地独特的文

化资源。在宣传过程中，应加强对移风易俗理念和核心价值

观的引导，从而促进思想改革和文化活动改革，为乡村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此外，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根据乡村的

产业特点，灵活应用乡村农副产品和文化活动的结合优势，

将农副产品融入文化节日和娱乐活动中，从而推动乡村文化

产业的深化和扩展，加快乡村文化产业体系的发展。

4.5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新媒体技术已经成为潮流，各行

各业都在广泛应用这项技术。新媒体技术以其方便的舆论传

播特点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充分利用

新媒体技术的特点，确保正确的舆论引导。例如，借助微信、

微博等多种新媒体交流平台，积极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风

清气正”理念，以达到正确的舆论引导目的。广泛利用这些

交流平台宣传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目标、意义、原则和重

难点等，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乡村文化建设。在推动

乡村文化建设时，正确的娱乐导向是形成良好思想基础的关

键。同时，也要密切关注交流平台的舆情反馈结果，以便及

时发现和宣传优秀事迹，并纠正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道而

驰的不良舆情。要振兴乡村文化，首先需要传承优秀的乡村

文化，同时还要结合新时代社会的需求，培育出高质量的文

化产品。在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着重发展第一、

第二产业，还应该充分利用本地特色，发展第三产业，实现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5 结语

总体来说，积极支持发展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事业将极

大地满足留守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基本

生活品质，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乡村全面振兴战

略的不断推进，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面

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相关部门必须抓住当前的良

好政策机遇，根据本地农村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实际，加强工

作，通过不懈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入挖掘和发

掘当地乡村文化的特色。同时，加强了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培

养和文化建设的培训，还持续投入了大量的项目资金。这些

科学、高效、合理的举措，推动了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改革的

持续协调稳定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加周到、优质、全面的

公共文化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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