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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选取广东省作为案例，并以乡村振兴的视角，对绿色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在乡村发展中的实际效果

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地结合这两种文化资源，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旨在探讨绿色

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对于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和意义。首先，通过分析绿色广东建设的特点和现状，

以及红色文化传承的成就，揭示了两者在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性。其次，通过研究绿色广东建

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联系，分析了它们如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总

结了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对于乡村振兴的启示和建议，为实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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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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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al effects of green construction and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in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explores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these two cultural re-
sourc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green Guangdong construction and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irstly,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green Guang-
dong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the importance of both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as revealed. Secondly, by studying the con-
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Guangdong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we ana-
lyzed how they mutually promote and integrate,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inally, the inspir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Guangdong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were summarize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achiev-
ing sustainabl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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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关联的综

合体系，乡村振兴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等多个领域。其中，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绿色广东建设是指在广东省推进可持续发

展的过程中，通过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系

列举措。绿色广东建设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红色文化

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传承红色文化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和旅游

业的发展，提升乡村整体形象。 

2.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概述 

2.1. 绿色广东建设的定义和目标 

绿色广东建设是指在广东省范围内，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推动经济

社会的绿色化、低碳化和环境友好化的发展过程，旨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目标，以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其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以促进广东省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个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现代化社会。

绿色广东建设主要从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环境教育与宣传等方面开展工作。 

2.2. 红色文化传承的内涵和价值 

1) 红色文化传承的内涵 
红色文化传承是对中国革命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它弘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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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革命斗争历程，传递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传承。它讲述了

中国人民在艰苦而血腥的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伟大历史，传递了革命先辈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

奋斗的事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充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而有魅力的红色文化；是对中国革命艺术的传承。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

中创作的丰富艺术形式，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展现了革命人民的英勇气概和高尚情感。 
2) 红色文化传承的价值 
红色文化传承是指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它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深

远的价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红色文化传承具

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现实价值[2]。它是塑造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培养良好价值观念、

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可以不断促进社会发展、民族

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实现。 

3. 绿色广东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3.1. 绿色广东建设的现状和成就 

当前，广东省正积极推进绿色广东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环保产业方面，广东省已经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在省内各地，涌现出了众多环保企业和科技创新园区，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环境科

技创新园、广州南沙绿色产业园等。这些园区专注于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同

时，广东省还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加大对环保技术和产品的支持力度。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环

保产业的竞争力，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增长。广东省也在积极推动绿色能源的利用。广东地处南方，具

备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近年来，广东省加大了对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

建设了一批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项目。同时，广东省大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积

极推动绿色交通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出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注重提升城市规划水平，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城市。此外，广东省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

理率。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推动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大对重点行业的环保监管

力度，促使企业合规运营，减少环境污染。 
绿色广东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省在绿色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如加强环境监管、提升环保产业水平、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这些举措使得广东省在减少污染物

排放、提高空气水质环境质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广东省大力发展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通过建设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项目，为广东省的能源结构转型和碳减排做出

了重要贡献。此外，广东省还加强了城市规划和建设，通过改善交通系统、提升绿化覆盖率等方式，改

善了城市环境质量。这些成就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3.2. 绿色广东建设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绿色广东建设以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与乡村振兴的目标相契合，可以为乡村经济增长、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民生活

改善提供有力支持。绿色广东建设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绿色广东建设还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然而，要实现绿色广东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共同努

力，加强政策支持和产业布局，促进资源优势和环境友好相结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只

有不断推进绿色广东建设，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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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4.1. 红色文化传承的现状和成就 

当前，人们对传承红色文化存在认识不充分、理解不到位、教育不全面等多重问题。例如在部分高

校中的思政教学中，其授课所选用的教育案例也是生活中学生较为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具有时代性的、

标志性的红色故事等含有红色精神的内容则较少。而在社会上，主动去了解红色文化的人们又少之又少，

因此当前人们对红色文化传承的意识较为薄弱，还需要加强。红色文化传承机构的建设相对滞后，一些

红色文化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仍存在一些不足。红色文化传承在教育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包括将红色文化知识融入学校教育课程、加强红色文化培训师资

队伍的建设等。当前，一些地区和学校在红色文化传承教育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宣传力度还有待加强。在媒体传播、文化产品创作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提高对红色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使红色文化成为社会共识，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热情和参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传统的红色文化传承方式也需要进行更新和换代。利用新技术手段，如网络、社交媒体等，可以更

好地传播红色文化，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和关注。此外，还需要注重创新和推陈出新，使其与新时代的

发展相结合，使红色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要注意避免形式主义和空洞化，确保红

色文化传承的实质性进展。 
广东省将红色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在文化建设方面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取得了一系

列显著成就。广东省先后修复了许多红色文化遗址和纪念馆，如广州起义纪念馆、韶关大埔屯红军烈士

陵园等，为后人了解和学习革命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源。此外，广东省还加强了红色文化教育，通过开展

各种主题红色文化活动、组织红色文化教育宣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这些成

就对于加强国家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4.2. 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可以激发乡村内部的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通过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可以凝聚乡

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培养农民的发展信心和责任感，推动乡村内部的自我发展和进步[3]。同时，红色文

化传承还有助于培养乡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造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创新。此外，红色文化传承对

于构建乡村的良好社会风尚和道德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促进乡村的和

谐稳定发展[4]。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加强对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视，通过激发农民的爱国主义情

感和民族精神，培育农民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和道德支持[5]。只有通过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好。 

5.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融合与互促 

5.1.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融合关系 

1) 共同秉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绿色广东建设注重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等，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而红色文化传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精神，其中包括对人民生存环境

的关注和改善。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都强调保护自然环境，追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二

者在共同秉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具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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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强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广东建设中，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倡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而红色文化传承中，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对农村地区良好生态环境

的追求。因此，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都关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系统、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等措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 共同塑造乡村精神风貌 
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都强调乡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绿色广东建设通过提倡绿色文明

和生态伦理，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红色文化传承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精

神，其中包括对农村地区的深情厚意和对农民的关怀。两者的融合关系体现在共同塑造乡村的精神风貌，

通过绿色广东建设使农村文明提升，通过红色文化传承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心和创新能力。 
4) 共同弘扬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 
绿色广东建设通过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心。而红色文化传承强

调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两者都希望

通过倡导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5.2.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互补关系 

1) 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感 
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弘扬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培养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责任[6]。这对

于绿色广东建设意义重大，可以通过加强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和公众的环境

保护意识，形成社会共识和行动共同体，推动绿色广东建设迈上新的台阶[7]。 
2) 培养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红色文化传承注重培养人们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和进取心。这与绿色广东建设中

推动农村产业创新和发展的要求相符合。通过红色文化传承，可以培养乡村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鼓

励农民积极发展农村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3) 强化乡村社会治理和道德建设 
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革命精神，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这与绿色广东建设中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和道德建设的要求相契合。通过红色文化传承，可以引导农民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培育良好家风、学风和社会风尚，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改善[8]。 
4) 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遗产 
绿色广东建设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同时也关注农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传承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其中包括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绿色广东

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融合可以通过创新农村旅游、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等方式，保护和传承乡村的历史

文化遗产，培育农民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能力。 

6.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指标  

6.1. 绿色广东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指标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乡村

振兴的必由之路。去年底以来，“绿美广东”成了热频词。正乘“绿没广东建设”的火热风气下，总结

绿美广东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数据来源。基于“绿美广东建设”政策刚实施

不久，在网上的开源成果数据较少。因此，本部分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是将从绿美广东建设中与乡村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708


陈毓秀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9708 5185 社会科学前沿 
 

展相关的内容进行剖析，提取其中的要素。再选择往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最终以分析的结果来预测

绿美广东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绿美广东建设对乡村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林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成果服务于农民，因此，乡村

振兴的成果也在农民的感受中体现。于是，我们通过走访了多个乡村，对多位乡村居民进行了关于哪个

方面的改善更直观带动乡村发展的问题采访，采访中，虽然每位居民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都涉

及了垃圾清理、净化水塘、翻新水沟等环境方面的问题[9]。我们从采访结果中发现我们的居民对“绿美

广东”的这一项目的支持度和满意度极高，也从发现绿色广东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一些指标。 
1) 农村生态环境指标绿色广东建设可以提高农村生态环境的质量，例如提高水质、空气质量等，这

有利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 农业生产指标：绿色广东建设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3) 旅游业发展指标：绿色广东建设可以促进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推

动乡村振兴。 
4) 城乡交通指标：绿色广东建设可以改善农村交通条件，提高农民出行便利性，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碳普惠平台对其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具有激励作用。 
5) 教育、文化和卫生指标：绿色广东建设可以改善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条件，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和身体健康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6.2. 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指标 

红色文化不仅在激发乡村居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乡村旅游中也起到了带动

作用。乡村旅游是当前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红色文化作为中

国独有的文化符号之一，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若能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优势

转变成旅游经济优势，就能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本部分主要探究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经

济振兴起到的作用，进而更好地为红色文化传承提供支持。指标建立思路是从近年来旅客旅行意愿、旅

游资源、旅游交通三个维度来分析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前景(见表 1)，进而论证以红色旅游业为载体的红色

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Table 1. Factor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表 1. 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因素 

参照因素 内容 

在线旅游资产指数(TPI) “在线旅游资产指数”通过发布指数、传播指数、互动指数、口碑指数和交易 
指数五个维度，测评单一目的地、景区等旅游经营者的在线资产表现。 

旅游资源因素 旅游资源因素主要体现在，数量、等级、组合因素。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交通因素主要体现在，便捷程度、交通工具及其安全性。便捷程度是其中 
一个因素，旅游很大一方面是需要，交通来带动，旅游的便捷程度、交通工具 

和安全性关系着旅游发展。 

 
其中，在线旅游资产指数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发布指数，是指消费者在旅游平台上发布的相关短视

频、圈文、攻略、游记、问答、评论等内容量的测算。传播指数，是指相关内容的流量获取能力，是对

每日、每篇、优质内容的阅读数的测算。互动指数，是对消费者在相关内容中启动活跃度的测算。口碑

指数，是对消费者给相关内容的点评、推荐量的测算。交易指数，是对旅游经营者的商品供给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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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转化力的测算。通过对这五项指数的分析我们能侧面了解到旅客的旅游意愿。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物，不仅能激励人民艰苦奋斗，而且在旅游行

业也起到了打造自己旅游品牌，吸引游客的一种旅游资源优势。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文旅中国。

我国的红色资源丰富，其多位于农村地区。 
总的来说，绿美广东建设的实施会间接性带动了乡村交通和道路绿化的发展，进而为发展乡村旅游

业提供物质基础；拥有红色资源，乡村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乡旅品牌，吸引人流；位于丘陵地带，山水

资源丰富，满足了旅游群众的需求，这三者都无不表明将红色文化转化为红色旅游的优势所在，将静态

的红色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发展红色旅游业，是增加乡村振兴动力的好方法。 

6.3. 乡村振兴综合指标 

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且巨大的工程，是指对乡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和投资，从而达到

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提高经济水平的目标。而如何有效地衡量乡村的振兴程度，则需要一个相对应的

指标体系。随着城乡一体的发展，新一代的乡村振兴则应以“绿化乡村”为发展前提，从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乡村振兴目标。 
1) 经济发展指标 
在乡村发展经济，则必须坚持以农业发展为主要线索，发展高质量、绿色农业，并加速现代化农业

产业的发展，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促进乡村的产业发展，从而以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的经济发

展。从中，我们可以分别以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的发展产值，农民收入增长率等方面选取指标。 
2) 生态环境指标 
我们要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发展理念，坚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其中我们可以评价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居住的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评价，如：乡村绿色

覆盖率、乡村振兴产业的污染情况、农业农药污水的占比、农村污水管网铺设程度。 
3) 乡村文明指标 
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发展，其文明的发展也是异常重要的。一个乡村好的

文明气象更可以带动其经济发展，最近的淄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建设乡村振兴工程的同时，

我们不仅仅只发展其经济，更要传承、发展、创新其文明，要完善当地的公共文化体系，塑造一个精神

焕发的一个文明新气象。其中我们可以在村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及以上的文明村和乡镇占

比、村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程度等设定指标。 

7. 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和建议 

7.1. 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乡村 

在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乡村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通过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和生

态农业模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倡有机种植和绿色养殖，保护土壤质量和水资源，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测和治理，确保农村地区的水、空气和土壤质量达到良好水平。增

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能力。开展环境教育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组织农民参与河湖清淤、山林防火等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自觉行动，共

同参与乡村环境保护。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村交通、供水、供电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修建美丽乡村道路，提升农村公共交通网络覆盖率，方便农民出行。改善农

村供水供电条件，确保农民的用水和用电需求。推广农村宽带网络，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乡村旅

游和休闲产业。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开展乡村旅游、农家乐和康养等产业，吸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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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和外地游客前往乡村观光、休闲和度假。这不仅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还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保护和传承乡村的传统文化遗产，开展农村文艺演

出和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农村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活动中心，提供农民

学习、娱乐和交流的场所。通过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我们可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保护与改

善，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也为我们创造了美

丽宜居的乡村环境。 

7.2. 加强政策支持，促进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 

为了促进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需要加强政策支持，从政策层面引导和推动相

关工作。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

乡村产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措施，激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

文化传承[10]。例如，通过减税、奖励和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采取环保措施，同时注重弘扬红色文化。

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金。政府可以整合各类资源，

包括财政、人力、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为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提供支持和保障。通过建立协调

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形成合力，推动两个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可以

引导和推动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政府在政策层面提供支持，整合资源优势，加强

宣传推广，建立优惠政策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并强化监管和评估工作，从而实现两个领域间的良性互

动和协同发展。 

7.3. 弘扬红色文化，培育乡村精神 

乡村精神是指在农村地区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它包括对农业、农村生活和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崇尚，以及对乡村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了培育乡村精神，可以通过

弘扬红色文化来实现。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与农村地区相关的红色历史和英雄事迹。通过开

展红色教育活动和红色主题讲座，向农村居民传达红色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学校和社区设立红色文

化展馆，展示和宣传革命英雄和模范人物的形象和事迹，让农村居民能够接触到真实而感人的红色历史。

注重培养和弘扬农村居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通过开展集体劳动和农田劳动体验活动，增

强农村居民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加强对农民职业道德和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开展农耕文化节、

农民技能比赛等活动，让农村居民了解和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在农村学校加强农业科普教

育，培养和引导年轻一代对农业的热爱和投身精神，激发他们对传统农耕方式的尊重和创新。此外，要

提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投资农村教育、医疗和文化

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这样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激发他们对乡村精神的热爱和奉献意愿。 

7.4. 加强教育宣传，提升社会参与 

加强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教育宣传，通过学校教育、宣传片、文艺演出等形式，普及红

色文化的基本知识和价值观，培养绿色环保和爱国情怀等观念。同时，推广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红色文化

故事和英雄事迹，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与红色文化传承的内在联系。加强政府领导和社会参与是

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政府应当加强对乡村振兴的规划和统筹，落实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和

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强与农民的沟通和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方

案。社会应当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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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等方式参与乡村振兴；专业机构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咨询；志愿者可以为当地的环境治理和社

区建设出一份力。 

7.5. 鼓励创新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 

科技创新和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必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吸引

更多高层次人才到农村发展。此外，加强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提高农产

品质量至关重要。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农民掌握

新技术和新知识。鼓励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领域的创新合作。可以促进学术界、企业界和社会

组织之间的多方合作，推动研究和应用绿色技术与红色文化的结合，推动绿色广东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

的同时取得更好的效果。 

8. 结语 

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支撑力量，两者的结合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多重

效益。在实践中，需要注重产业与文化的融合、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群众参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广

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

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要。具体来说，绿色广东建设可以促进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红色文化传承可以激发农村居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

情，推动农村社会文化建设。而绿色广东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承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它们在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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