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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风文明的重要性

乡风文明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的其中一个环

节，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乡风文明的建设也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之处，要重视乡风文明的建设，更好的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而进一步完成决胜全面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所谓乡风，就是在农村地区展现出来的乡村风貌，

其中是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而乡风文明是指农民

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和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乡村风气，

一些比较优质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以及符合现在社会发

展观念的习俗、礼节、习惯等都可以成为乡风文明建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大对乡风文明建设能够有利于营造较好的乡村风

气，从而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从而提高农民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和理解。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总

体要求中，地位是很重要的，乡风文明体现的是一个乡

村凸显出来的独特特色，并能够带领乡村走上致富的道

路。乡风文明建设可以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平衡，居民收

入差距缩小，农村经济发展稳定，维持农村生态平衡、

保护优良的人文环境；乡风文明建设可以增强农民主人

翁意识，培养农民有责任、有担当，能够更好带领乡村脱

贫，走上富裕的道路，从中农民也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现时代乡风文明的问题与弊病

乡村振兴俯视下乡风文明建设存在不良习俗泛滥、

封建思想严重；基础设施不完善、使用效率低；经济发

展不稳定；部分优秀乡村文化逐渐遗失等问题，究其根

本，主要是思想观念认识不到位、基础文化建设落后、

农村教育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

（一）恶习陋俗封建迷信积存

首先是不良习俗泛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经济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生活

大大得到改善。但这也导致越来越多人不在崇尚勤俭节

约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对待一些红白喜丧操办规模越

来越大。一方面人们把“份子钱”的金额视为人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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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量标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即加重了农民的经济

压力，容易形成不良风气。另一方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不

正之风的“婚闹”，有的甚至伤风败俗，影响社会风气。

一些村庄赌博恶习日益严重，参加赌博的人数逐增。有

人看到其中商机，开放麻将房，购买“老虎机”等赌博

游戏机，提供打牌赌博的娱乐场地，这已经是不是农民

原本应有的日常消遣娱乐的方式。

其次是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地

区从未彻底消失过。直至今日，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

信奉鬼神之说，愿意拿出钱财用于修建庙宇、神像、祖

坟等；每年去庙宇求签算卦，然后给“大仙”送礼请求

帮忙化解一年凶事；当家庭发生重大事情或者看妇女是

否能生育，就会寻求神婆帮助；农村通网后，许多新媒

体平台为封建迷信活动的传播提供了便捷形式，这让不

良好的风气迅速传播，利用互联网进行算命、看手相、

看风水的现象变本加厉。封建迷信盛行不仅是扭曲农民

的价值观，还是对乡风及社会造成危害。

（二）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村的土地利用基本上是以农耕为主，并且在一些

偏远贫穷的地区，甚至没有修建交通道路，这阻碍了农

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在乡村振兴政策下，国家虽

然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但是农村

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是不完善的，已修建的基础设施使用

率低下，导致没有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很多农村地区

没有修建能通过大货车的道路，这将会影响农村产品外

输到外界；有一些农村地区没有设立学校，没有提供给

孩子基本的教育保障，长期以往，整个农村的教育程度

会下降；没有建设提供农民开展休闲娱乐活动的文化中

心，农民之间减少积极有益的娱乐交流，会导致陋俗和

不良风气盛行。

对于已经修建的基础设施，没有根据当地实际的需

求，建造不实用的基础设施，铺张浪费，让资源没有得

到较好的利用。比如修建的道路狭窄，地面不平整，不

适合货车行驶或者修建体育场馆，不布置运动器材，只

能看不能用。对待修建的基础设施使用率低，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削弱了政府的公

信力。

（三）乡村经济发展不稳定

在乡村振兴的政策下，乡村的经济得到初步发展，

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的提升。因此，大多数农民都安于现

状，没有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很容易被新时代淘汰。

农民主要以种植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来源，现在处于气候

不稳定的时期，经常会出现旱涝灾害，导致收成不理想。

其次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发展不充

分，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缺少技术、设施和商业营销的

推动，在疫情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是很不稳定的，没

有后续订单的支撑，农民很快转盈为亏。

（四）优秀传统文化逐渐遗失

乡村传统文化被忽视、被破坏甚至被取代的情况日

益严重，一些地方乡村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日渐淡泊。[8]

正因为如此，现在现代人的都一味迎合外来文化而忽视

了优秀传统的文化，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

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没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持。

一般，在农村过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浓厚，如舞龙

狮、打鼓、赛龙舟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

只有部分村庄才会组织进行活动，长此以往，一些优秀

的传统文化将会消失不见。独有的传统手工产品和一些

民间技艺，由于老一代继承人年事已高，但现在的年轻人

不愿意经历这种高强度和日复一日的艰苦学习技艺过程，

这将导致民间传统技艺无法得以传承，这不仅对乡风文明

建设而言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遗憾。

三、乡村未来发展的路径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加强基层干部培养、加强

农村文化基础建设、发展教育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保护

传统文化以及重视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提出相应

的解决措施。

（一）加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思想观念

加强基层干部培养。所谓“党的根基在基层，一定

要抓好基层党建。”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

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9]

乡风建设的基础是党的领导，明确基层干部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要加强基层干部培养，突出培养模范党员，以

党风带动乡风，不断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积极

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到基层治理当中，转变治理思路。

不断培养基层干部能力和素质，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后

勤保障。其次基层干部要树立自身正确价值观，强化自

身责任感、使命感，有计划制定科学工作目标，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长期不动摇的目标。

最后加强对基层干部的考核和监督制度，有针对性的制

定考核内容与培养工作相结合，按期进行考核，让基层

干部时刻打起精神，不懈怠。基层干部应该走进群众中，

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倾听老百姓的心声，为群众解决

实际的困难，才能更好的建设乡风文明。

其次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热情。习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农民是农村的主体，要培育良

好乡风，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主人翁

地位。[9] 农民提升自我综合素质后，明确自我主人翁地

位，提升责任感，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决策，提高民主参

与度，为建设乡风文明、美好家乡献言献策。提升农民

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农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度，让更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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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二）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干部要积极走访乡村各地方，认真询问农民的

需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建设乡村基础设

施，如对老人来说，需要建立休闲娱乐场地、强身健体

的器械场地等；对留守妇女来说，可以建立妇女交流场

地；对儿童来说，可以建设儿童游乐场所、托管所等。

要建设学校，提高农村整体教育程度；要建设村级图书

馆、阅览室等，扩宽农民的知识眼界；要建设宽阔平整

的村路，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除了不断建设基

层设施之外，要定时对场地进行维修和更新，提高基层

设施的使用率。除了政府进行投入资金外，也要社会爱

心募资，能更好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升农民综合

素质

农民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主力军，农民的整

体素质上升，可以更好理解惠农政策。而要提高农民综

合素质，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其一，加大对农民的基

础教育。改善农村办学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教室

队伍建设。[13] 特别是青少年是农村未来的希望，要将思

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基本常识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而塑造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意

识地把他们培养成下一代接班人；其二，要开展成人教

育，对农民进行再教育，进一步学习基础的科学文化知

识和掌握最新的农业基础技术，提高更耕种效率和提升

农产品产量。

（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风文化建设

其一，保证移风易俗活动定期展开。在活动展开

时重点突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定期举行“文明家庭”、

“光荣之家”、“党员之家”等等，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

性，在无形中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其二，加强城乡文

化融合。乡村可以以自己优秀传统的技艺活动吸引城市

的人来到当地，开展民间艺人创作，丰富城乡精神世界，

把优秀传统民间技艺，吸引有兴趣的人进行学习，从而传

承下去。其三，根据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比如农耕文

明，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和日常生产中，进一步提高农民

的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意识，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和发展。

（五）乡村奠定经济基础，加快发展乡村产业

大力发展经济地方经济，强化乡村经济建设，加快

乡村产业发展，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首先，国家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为当代青壮年劳动力

返乡创业提供较好的福利政策，改善乡村整体的经济发

展趋势。让当代青壮年带领乡村人民走上发家致富的道

路，去更好建设美好的乡村设施。其次，加快构建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乡村的三大产业要同时进行发展，发挥

乡村优势——人文风貌、风土人情。发展多种新型的农

业经营方式，比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吸引城市居

民消费，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不仅能够实现农村资源

可持续，也实现人才获取可持续。最后，延长农产品的

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由政府或企业牵绳，联系

附近厂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一种新的产品销售，

使得生产链加长，经济效益不断提升。农民可以合理利

用互联网的特点，通过使用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进行

推广，能够更好的推行出乡村特色产品。拓宽本地产品

的出售渠道，创造独特品牌，提升知名度。

四、总结

乡风文化脚步不能停歇，不仅是为了农民能够过上

富足的生活，也是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乡风文

明发展能够能好带动农村整体发展，带动农民自身发展，

能够更好推动城乡结合、城乡区域发展，为不断实现乡

村振兴做好铺垫。我们要不断找出在乡村里存在的问题

和弊病，并且积极主动提出解决措施，加以巩固，打造

独特的乡村特色，向实现乡村振兴向前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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