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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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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层面，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本质体现，更是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

求。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取

得了脱贫攻坚胜利，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提升村民文化自信，大力

发展文旅产业，发挥乡贤智慧、借助融媒体技术开展文化振兴。

德胜村文化振兴真实彰显了中国农村发展新气象，建立起了良好

的乡村文化生态机制，谱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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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村位于河北省张北县城东 10 公里处，总面积 18136 亩，

辖 6 个自然村，共 443 户、1176 人。全村主要收入来源为微型薯种植、

光伏收益和民宿产业。走进德胜村，映入眼帘的是由紫色薰衣草

和黄色油菜花组成的两片花海，以及各具特色的民俗建筑群。宽

敞的文化活动中心广场为各地来访的游客和本村村民提供了文化

娱乐活动场所，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里能够浓浓的文化气息。

这样的场景得益于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更得益于乡村振兴战

略的持续推进。

然而，五年前的德胜村还是典型的贫困村，村容村貌不堪入目，

村民所有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种地，生活水平更是非常低。经过

几年的努力，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打造生态德胜、产业德胜、

文旅德胜、智慧德胜、宜居德胜。德胜村的旧貌换新颜是中国广

大贫困农村通过国家政策推动与地方自身发展走向小康社会的真

实写照，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实践典范。文化振兴为德胜村的发展注入了“灵魂”，让德胜村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更具有质感和内涵。

一、文化自信带领德胜村村民走向新生活

乡村振兴是中国乡村全面的振兴，包涵乡村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方位，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着力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体现，更是建设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德胜村既注重产业振兴的经

济带动作用，更注重文化振兴的精神引领效应，积极加强乡村文

化建设。特色农村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了德胜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要层面，优秀的农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德胜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继续发挥隐性提升作用。2020 年 11

月，德胜村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中国乡村振兴不仅要看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否有所提高，

更要看农民的精神状态是否得以改善。文化自信在乡村振兴中的

直观体现就是农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更加享受自己的劳动成

果，将劳动精神转化为乡村发展新业态，把辛勤劳动与幸福生活

能够真正结合在一起，并积极投身到自己家乡事业的建设当中来。

在各项产业振兴的带动下，德胜村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精神需求也在同步增长。这几年，德胜村通过党和政府积极引导，

龙头企业做发展主体，以村企合作的方式实现了小康社会，村民

的脸上笑容多了，精神状态好了，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双“丰收”，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逐步提高。村民通过企

业积极带动和自身勤劳致富，尤其是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富有

荣誉感和成就感，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精神体现。

二、文旅产业助力德胜村产业升级新内涵

德胜村从当初的重点贫困村转变为如今的脱贫攻坚模范村，

除依托产业振兴助力村民实现经济增长之外，文旅产业也成为了

德胜村的重点打造品牌项目。德胜村以花园式的生活环境、便捷

式的公益服务、独居特色建筑风格为特点，积极打造形成了居住

为基础、休闲为特征、民宿为突破的综合生活区，进一步提高了

德胜村农民的生活品质，增加了德胜村民的幸福指数，同时也为

旅客提供了高端的旅居体验。

德胜村充分利用现有优势与资源，不断拓展旅游资源开发区

域，努力延伸旅游产业发展触角，集中打造出农光互补观光、文

化设施观赏、花田草海观光、德胜印象品味、民宿体验休闲等景

区景点。通过设立旅拍线路、客群路线、游憩路线等不同线路，

将连接张北草原天路和德胜村的乡道进行道路修缮升级，初步具

备了“春踏青、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四季旅游的条件和基础，

并与沿途各村寻求合作，增加德胜品牌效应。在德胜实业集团的

推动下，通过企业反租、村民无风险入股的方式，对集团控股民

宿和村民闲置住房进行集中、统一专业化管理，打造优质民宿品

牌“德胜宿集”。“德胜宿集”主打高端商住别墅品牌，以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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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筑为主要风格，以充满意境和艺术感的设计打造了包涵现代

风格、怀旧风格、亲子风格、民国风格等多种不同特色的民宿建筑，

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住宿需求。“德胜宿集”注重居住私密性

与相邻参与感共存，以健康绿色为原则，严格选材建设，结合专

属性、系列化、品质化的高水准管家服务体系，为旅客提供高、

安心、舒适、温馨的居住体验。如今“德胜宿集”已成为宜居德

胜的亮点与品牌。

三、乡贤智慧为德胜村文化发展注入新风尚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德胜村充分重视“乡贤”的引领示范功能，

以此激发村民的文化活跃氛围和高昂的建设家乡热情。在多位“乡

贤”的积极倡导下，多项文化娱乐活动在德胜村渐渐推广开来，

促使村民在空闲时间提升文化涵养，形成良好的文化意识，养成

良好的文化习惯。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德胜村大力开展精

神文明建设，通过上级政府规划与村民自主参与相结合，带动广

大村民参与文化建设项目，提升乡村治理实效。

德胜村筹建了印象德胜馆，从五大篇章角度详细展示了德胜

村的全面发展故事，分别是“亲切关怀、巨大鼓舞”（情暖德胜

春潮涌），“创新发展、决战贫困”（众志成城摘“穷帽”），“持

续发力、春色满园”（德胜村里喜连连），“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春满德胜开新篇），“我为德胜发展献一言”（春满德胜开新篇）

五大篇章。德胜村新村规划与建设上融入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增加了德胜村的乡村文化气息。

四、融媒体技术为德胜村文化宣传突破新高度

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德胜村通过搭建融媒体文化传播平

台，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创新文化传播形式，充分展示德胜村的

文化建设成果，以及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向村民推送

通俗易懂和“接地气”的乡村文化信息，加强文化教育和文化信

息传播效果。德胜村的扶贫事迹分别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网、河

北广播电视台、优酷、腾讯等多家媒体平台进行了宣传报道，融

媒体技术为德胜村的文化宣传提质增效。

成立于 2018 年的德胜（张北）实业集团，以“聚集一群有梦

想的人，共做意见有意义的事”为企业理念，作为专业的乡村振

兴综合运营商，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品牌。集

团下辖张北德胜民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北德胜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德胜（张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德胜实

业集团精心设计推出包括德胜平安福、德胜源、德胜宿集、德源

居舍德胜学院、德胜润马的六大品牌，联合各领域专业人士权威

组织，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灵活植入相关产业，并推动一二三产

高端融合，促进规模化发展。近几年德胜实业集团搭建了微信平台，

充分借助融媒体技术推广德胜村脱贫攻坚经验。通过个人微信朋

友圈发布关于德胜村的乡村发展故事，为德胜村的乡村文化建设

增添色彩。

此外，文化振兴要在顶层设计和战略实施两个层面同时重视

乡村文化建设，通过上级政府规划与村民自主参与相结合，带动

起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项目。农村图书室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

要途径，在很多农村都已初见规模。通过普及与村民贴近的农业

科普知识来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实现农业科普知识与农作实践

经验的有效结合，从而达到增收增产，提高收入水平。

五、结语

当下我国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农业现代化作为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进度和质量。文化振兴

有助于推进贯彻农村新发展理念，扎实构建农村新发展格局，促

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德胜村文化振兴真实彰显了中国

农村发展新气象，建立起了良好的乡村文化生态机制，谱写了新

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新篇章。农村兴则民族兴，乡村文化振

兴任重而道远。德胜村将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路同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朝着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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