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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山东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王红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7) 

摘要：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与山东乡村文化内涵研究，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山东乡村文化建设融合具有新时代意义，对
于在新时代重塑齐鲁文化，开创山东文化新态、以及提高乡村地区的活力，唤醒乡村沉睡的资源，普及宣传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针对乡村文化问题，构建乡村文化内容体系建设、乡村文化人才体系建设、乡村文化发展新平台建设等三方面来推进乡村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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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背景和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老龄化社会出现，乡村养老成为一大问题，乡村养老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建设上要体现不同层次的文化供给。乡村
社会养老从单纯经济供养型转变为照料服务型，使乡村老人不仅仅
领到养老金，更能得到全方位生活护理和精神文化上的慰藉，生活
护理更加专业化，文化服务更有针对性。老年文化服务，是乡村文
化建设中一个重要板块。乡村文化建设注重提升农民精神文化建
设，用传统文化滋养农民的心灵，用现代教育打开农民的眼界，现
代文化拓展农民的思想，现代信息丰富农民的头脑。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大省——山东地区，探索山东传统文化下山

东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设，对山
东省乡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研究立足于社会实践，走
访乡村城镇，取得了最真实、最新的信息资料，为山东省文化研究
提供了最可靠的信息资讯。 

2 传统文化与山东乡村文化内涵 
山东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有圣人孔子所提及的“力

行近于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文化传承，也有孟子提
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山东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可贵的。 

山东是农业大省和文化大省，农业发展基础良好,儒家思想与齐
鲁文化资源丰富。山东素称“齐鲁之邦，礼仪之乡”。鲁中平原以
农耕文化为特色，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胶东沿海渔家风情浓郁，
粗犷奔放；鲁西地区是孔孟之乡，传统厚重。山东乡村生产生活都
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 

3 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乡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乡村文化

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在近几年的乡村文化建设中，出现了很多
成就，但也出现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3.1 乡村文化开发体系完善上 
体系的完善关系到整体发展，在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上，缺少

创新性开发，深层次的开发和研究力度还不大。在传统文化遗产传
承上还缺乏有计划性的传承，在乡村手艺技术的传承上缺乏文化精
神内涵的继承。 

3.2 思想文化和文化发展融合性上 
思想文化由于历史的沉积形成文化背景，思想由于现实的冲击

造就奇迹，思想之间的冲击需要文化来缓冲，形成特殊的理念，随
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在乡村思想上出现了将传统美德丢到脑
后，投机取巧，以假乱真，蒙混过关的现象。文化发展需要和谐的
环境和文化的自信。 

3.3 乡村教育及智能平台建设制约乡村文化进步 
教育是影响人思想的利器，乡村教师教学观念相对城市观念

上，教学方式上，知识结构上都明显落后，加之智能平台建设跟不
上，很大的制约了后一代人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4.1 构建乡村文化内容体系建设 
乡村文化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过程，从过程来看，

可以分为初期文化建设、中期文化建设和长期文化建设。具体体系

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建设通过乡村村容村貌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来提

高；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互联网+，信息手段来提高；思想文化建设
通过科普文化知识，利用国家提供的网络宣传片来宣传，还可以通
过原有的住宅建筑、文化墙和乡村文化活动来引导正能力思想。 

4.2 乡村文化人才体系建设 
人才体系从乡村干部、农民及建设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乡

村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乡村文
化的发展、团队的能动性都与乡村干部有紧密关系。培养和发展一
批素质高、才能广、责任心强的乡村文化建设责任人是文化建设工
作的核心。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既是主要实施者也是建设
成果受益者，在尊重农民的自有的信仰外，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
的积极性及加强用先进正确的思想武装头脑是很关键的。专业人才
的培养是保证乡村文化建设稳定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加大
在高等院校、高技术培训机构的合作机会，把文化建设人才外界人
士引进来，把内界人士培养起来留下来。 

4.3 乡村文化发展新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分为现有信息化设施平台建设和引入新平台建设两

部分。现有信息化设施平台建设分为在硬件、软件设施。硬件设施
是人为更直观的、看得见摸的着的设备，在完善网络的稳定性上，
推进网络普及，文化娱乐、服务行业的发展，开阔村民的视野，增
加文化知识的学习。软件设施是以硬件为运行平台，使用应用层的
开发软件，利用网络资源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和
促进。引入新平台建设，是充分把控现代 AI、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在现有的信息划设施平台上朝智能化平台发展。 

5 结束语 
对乡村文化进行新时代的梳理和构建，是为乡村振兴，文化内

涵研究和乡村文化发展研究提供尽量多的资源。同时将乡村建设中
的文化建设问题落实到国家软实力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层
面。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改变农民生活现状，激发乡村振
兴中乡村社会整体的原生活力，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提升农民精神需求,充分的发掘和赋予农民在文化问题上的幸福感、
获得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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