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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移风易俗　助力乡村振兴
——南昌市城南村乡风文明建设调查报告

刘泠泠　胡　君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2）

摘要：2023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移风易俗事关乡村全面振兴与家庭建设，同时也强调当前乡村的人居环境对于乡村的健康

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为此三名南昌在校的大学生组建下乡田野调查队，以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为主要内容，将“倡导文

明风尚，促进乡村和谐，树立社会新风气”作为核心任务，在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南村开展半个月的乡村移风易俗主题的调研活动。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该村在婚丧嫁娶、随礼彩礼等方面的乡风民俗，并分析了村民对改进乡风的关注程度和

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基于调研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提出关于如完善乡风建设和乡村的人居环境的建议，其目的主要的给中南地区在推动

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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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市城南村现状

位于青云谱区青云谱镇的城南村，是一个有着 200 多年历史

的非遗文化村，现拥有常住人口 1.2 万，是青云谱区最大的建设

村。原先的城南村是一个卫生环境差，人居环境拥挤，经济发展

落后且管理困难的落后村；随着一系列改革的完善积极打造新乡

村，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完善老城区改造，落实帮扶政策，城南

村的发展逐渐完善。同时也发现城南村在落实乡村振兴的建设过

程中也重视对于乡风文化建设，举办“文明家庭”“好媳妇”“好

孝子”活动，开展乡村的文娱活动，传统的龙灯、春节的大拜年

等活动实现村风带民风。但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之中仍然存在不足，

比如乡村人居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移风易俗宣传只停留在口头，

高价彩礼的问题仍然存在，存在低俗的文娱活动等情况。

二、相关调查结果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实际走访 120 户，发放问卷 120 份，回收问卷 105 份，

有效问卷 105 份。根据纸质问卷统计结果，105 位受访对象中，女

性居多，比例为 51%，男性为 49%；0-18 岁占比 17%，18-45 岁占

比 35%，45-60 岁占比 39%，60 岁以上占比 9%；其中，外出务工

的人员占比在 21%，当地务工人员 23%，学生占比在 18%，当地务

农 18%，其他就业方向占比 20%。同时发现当地居民占比在 58%，

外地人员占比在 42%，可见，在这 105 户受访对象中，以务工为主

的壮年和中年占比居多，且有接近一半的外地人员在当地居住生活。

（二）相关数据分析

1. 调查方向主要是以村民对于移风易俗内容重视程度，虽然

只有 29% 的村民对移风易俗内容不重视且重视程度很低，但是也

足以看出村民对于乡村移风易俗的关心程度和基层组织在宣传存

在一定的问题。

图（1）移风易俗建设的重视程度

2．在谈及高价彩礼和随礼的调查中发现，村民对于高价彩礼

存在是否合理普遍表示不认同，但仍然有部分村民表示高价彩礼

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在整体的文化建设中对于传统的风俗习惯

难以更改，并存在着面子工程、邻里相互攀比的问题。

图（2）村民对于高价彩礼的态度

3．从图中可以明显了解到村民对于村内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

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当前村内的人居环境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实地

考察的过程中发现，村内存在老旧的住房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如

房顶破漏，墙皮脱落，电线裸露；除此之外村内的垃圾分类不规范，

无人定期处理，村内公共厕所配套设施比较差且无人定期清洁；

主要的交通道路被商贩占据，影响交通的同时也给道路两旁的居

民带来困扰。

图（3）村民对于村内人居环境重要程度

4．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村民对于村内开展的党建引领活动

认为不重要且无所谓的人员高达 68%，这说明开展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的发展存在问题，同时也说明基层党组织干部在引领带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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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党建学习和活动中存在阻力且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村民的真

正诉求。

图（4）村民对于村内的党建引领活动的重视程度

5. 乡村乡风发展离不开对于乡村文化的建设，但从实地走访

过程中发现，村民对于宣传标语只停留在口头传述，对于村委举

办的活动参与不积极，且认为这些活动没有意义，浪费时间；同

时村民的文化生活相对滞后，因此会造成村民的精神世界相对空

虚，低俗的文化容易入侵，例如存在一些封建迷信的文娱活动，

同时还有一些打牌、打麻将等作为消遣的娱乐项目，这种严重影

响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最后在当地我们发现乡村的文娱健身基

础设施较少，且大部分的公共文化设施被闲置，且部分器材跟宣

传标语存在损坏跟失修的情况。

图（5）村民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活动的重视程度较低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村民对于村内的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

比较高，并且对于乡村的乡风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但对整体停留在粗浅的认识，并未进行深度的思考，同时也发

现村民对于乡风建设缺乏引导并开展务实的措施，导致村民文

化意识不强、村内移风易俗建设程度有限、村民的参与度低等

问题。

三、对策及建议

（一）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活力

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热情。村民作为乡村的核心人物，是

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开展文化建设是要激发农民对于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归属感，对乡土文化的亲切感，

从而广泛发挥村民在乡村的主人翁精神。积极组织村民代表外出

学习参观，主动引导村民学习新思想，充分调动村民组织村务活动，

发挥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乡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人才输

血，吸纳对乡村热爱的、有贡献的乡村青年、乡贤、乡村文化志愿者，

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加大对年轻力量的培育，定期开展乡村

文化培训，定期访问村民的真实所需，开展业务考核，积极探索

乡村文化建设的新动力，不断提高年轻团队的政治素质以及文化

水平，以身带教，培养新一代乡村文化人才。

（二）激发人居环境建设效能

是积极贯彻群众路线，激活村级组织和农民的主体力量。对

于人居环境的建设，要统筹村民的工作生活能力，给予充分的表

达途径和权力，政府要积极积极开展研讨会和走访村民，下沉到

村民群众中去，积极征求村民的意见，将村民的需求同政府下发

的目标相适应，从而实现更高效的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同时政府

也可以以激励为主，例如采取积分兑奖，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

用给予村民一定的发挥空间。同时基层政府要善于倾听村民的工

作，积极引导村民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观点，从而减少矛盾的

发生，使得双方具有向心力参与到行动中来。

（三）推动文明乡风创新发展

发挥当代青年在文明乡风建设中的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文化

素质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并未完全消

除乡村居民对于现代文明观念的理解偏差，因此，教育和宣讲活动

显得尤为重要。当代青年作为新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新思维和活力

对于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通过参与文明

乡风的宣讲和实践活动，青年不仅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

还可以与乡村居民共同构建文明乡校共同体，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传播和实践，从而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

四、结语

乡风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都在于直接应对农村文

化发展的现实挑战，并紧贴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这意味着我们

需要深入挖掘和提升乡村的弹性资源，如传统艺术、手工艺和民

间习俗，塑造一种与当代社会节奏相契合的文化范式。这种融合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还能够

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而充分的文化保障。移风易俗工作是一项长

期复杂的任务，需要多方面的协作，政府、社区组织和公众的三

者相互联动。政府在引导这一进程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

基层治理结构进行创新，并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政府

应当强化与外界的沟通，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的独特性，通过创新

的传播策略，以更贴近民众心态、普及新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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