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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乡村文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和发展之魂，是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食粮,
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为探讨实现优秀乡村文化价值提升的有效路径，文章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

在对滁州市乡村文化建设现状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剖析了乡村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乡村文化的发展仍然存在传承力量缺失、乡村村民乡土依赖性降低、乡村村民主体意识薄弱等问题。

乡村文化应从拓展文化内在价值、多措并举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推动青年人才反哺家乡等方面进行

提升与创新。以此推动乡村文化蓬勃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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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rural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soul of development, is the spiritual food to meet the needs of farmers better life,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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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val-
ue of excellent rural culture, this paper takes Chuzhou City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a practical inves-
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huzhou City.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such as the lack of inheritance power, the reduction of rural dependence of rural villagers, and the 
weak consciousness of rural villagers. Rural culture should be promoted and innov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expand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ulture,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vil-
lagers and promoting young talents to feed their hometow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
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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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承载了乡村的历史、传统和乡民的智慧。保护和传承乡

村文化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文化的流失问题需要引起我们

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通过发掘乡村特色文化，创建乡村文化品牌[1]，加强

文化传承机制建设，培养年轻一代对乡村文化的关注和认同，才能促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2. 乡村振兴背景下滁州市乡村文化建设现状 

安徽省滁州市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滁州吴风楚韵，气贯淮扬，接壤金陵西北，为六朝京

畿之地，自古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称，“形兼吴楚、气越淮扬”“儒风之盛、夙贯淮东”之誉。

同时滁州的乡村文化历史悠久，例如明光市女山湖镇的端鼓、定远县能仁乡的二龙戏蛛舞蹈都是滁州乡

村传统的非遗文化。滁州市下辖乡村采取当地特色农业与乡村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乡

村实际情况，建设乡村文化广场和乡村特色旅游文化景点，从而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发展品牌。滁州市有

着深厚的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乡村文化颇丰，这给了当地很好的发展资源。 
滁州市辖琅琊区、南谯区 2 个市辖区和全椒、来安、定远、凤阳 4 个县，代管天长、明光 2 个县级

市，共有 22 个街道、85 个镇、9 个乡。为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滁州市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建设。在义

务教育阶段，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加强乡村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文化教育的服务水平。

同时积极与乡村政府合作，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以此

来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滁州市还注重加强乡村村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措并举，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滁州市积极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根据乡村的特色

文化，举办具有乡村品牌特色的文化活动，例如全椒县二郎镇的庙会、来安县三城镇的龙虾节文化活动

等。通过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和文化宣传活动，将乡村文化潜移默化的深入人们心中。此外，滁州市还注

重加强思想教育铸魂工作，通过联合滁州市文化馆开展文化下乡志愿活动，紧紧围绕着党的宣传主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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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从而丰富乡村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提升乡村村民精神文化力量，将乡村

文化传递给村民的同时，助推乡村振兴。 

3. 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 人口流失导致乡村学校数量缩减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人

口流失现象导致了乡村学校的迁移和老龄化问题。根据滁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市常住人口

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46.6 万人，占 61.8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52.1 万人，占 38.16%。与第六

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83.1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78.2 万人[2]。在滁州市乡村，曾经热闹的乡村

学校因为缺乏学生而逐渐缩减数量，中老年人成了乡村的主要居民，乡村的文化传承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滁州市乡村现今年轻一代都进入了城区寻求更好的发展，而这就让滁州市的乡村文化传承缺少了许多活

力，中老年人难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限制，加剧了滁州市当地乡村文化的进一步流失。而随着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年轻人在城市的发展机会

较以往增多，工作待遇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的发达反而羁绊住了外出者建设家乡、宣传乡村文化的步伐。 
2) 农耕文化的流失导致乡土依赖性降低 
在过去，农耕文化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农耕方式

发生了变化。小田并大田的农业种植模式使得大规模机械代替了人力，农耕文化的传统方式开始逐渐消

失。农耕文化的流失不仅影响到传统农业知识的传承，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人口的外流使得当

地常住人口减少，乡村文化难以从心底种植到人们心中，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参与农耕

劳作，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远不如老一代农民。现如今，随着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乡村为增强经济发展能

力，逐渐将原有的乡村村落、土地、建筑等进行迁移、拆迁，集中进行新一轮的农业农村改革行动。与

此同时，随着当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先进科技、娱乐方式等涌入滁州市乡村，乡村文化在

这样的冲击下面临着一蹶不振的困境。年轻一代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关注度也相对较低，更倾向于追

求时尚、流行的外来文化，导致乡村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的影响。 
3) 乡村村民主体意识薄弱影响乡村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滁州市具有深厚的乡村文化资源。然而，乡村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方面，

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还不够深入，同时针对乡村村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工作还需进

一步加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滁州市乡村文化发展进程较慢，由于乡村村民主体意识薄弱，其

对于滁州市乡村文化认同感较弱，缺乏对于本土乡村文化的自信与情感共鸣，尚未形成对于乡村文化进

行保护和传承的意识，使得乡村文化发展力量式微，乡村文化宣传能力较弱，从而影响乡村文化的传播

和传承。而乡村村民并非不愿了解这些历史，只是随着这些历史的逐渐消逝，使得当地居民也对乡村文

化产生了陌生感，甚至于只能靠祖辈的口述了解甚微的当地历史。诸如三城镇地名文化、张浦郢村的漕

运文化，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 

4. 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1) 拓展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增强文化宣传阵地建设 
发展乡村文化的同时要注重乡村文化空间拓展，同时在自身对乡村文化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

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技术手段推动文化的纵向发展，从而使其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

中还要建构乡村文化的互动机制，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将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弘扬和传递出去，从而

达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可以统筹城乡文化的建设工作，对于乡村文化的建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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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政策倾斜，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3]。还要充分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媒体宣传形式，将乡

村文化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为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找寻新的出路。 
2) 加强乡村文化特色性转化，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 
在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迎合时代的需要，还将文化的内在特质发展成独具一方

特色的乡村文化。不仅如此，将片段化、碎片化的乡村文化进行收集，从而增强文化的保护、传承力度。

在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持续渗透乡村文化理念，积极引导人们增强对乡村文化内在价值的理

解与认同，进而增强乡村村民的主体意识，将乡村文化中淳朴的乡风乡情传递出来[4]。只有增强乡村村

民的文化自信，才可以呼吁更多的人了解乡村文化，激励乡村村民加入乡村文化建设的队伍之中，从而

拉近人们与文化间的距离，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 
3) 激发乡村青年情感共鸣，推动青年人才反哺家乡 
乡村振兴的最大阻力在于缺乏人才，从而导致乡村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可以厚植家乡情怀，推动

乡村青年、知识人才返回家乡，积极为乡村的发展注入人才力量，调整乡村文化发展的固有模式，多措

并举推进文化的发展。拓宽乡村青年回乡发展的就业和创业渠道，加大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力度，促使乡

村青年回乡之后可以稳定生活，不出现人流返潮现象[5]。同时，加大宣传力度，结合知识人才的专业知

识开展对于乡村文化保护的创新性工作，推动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更好地传承蓄力。乡村文化的发

展不仅仅是当地居民的任务，更是全社会需要重视的任务。乡村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

位，是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特征。因此，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可以将自身的知识素养与专业技能相

结合，从而在发展乡村文化的过程中推动全面乡村振兴。 

5. 结语 

在当前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做好乡村振兴，就要做好文化振兴，文化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了解乡村文化发展受阻的原因，为其发展注入

传承活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发展对于推进全面乡村

振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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