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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
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在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上，“要坚持乡村全
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中进一步指出要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我国做好新时代背景下的

“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了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两个关键，它的提出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乡村的
文化建设进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的文化建设就是在为乡
村振兴铸魂。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上文物总量居全国第一，古建遗存十分
丰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量全国第三，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前列，这些都是山西乡村
振兴的“根”与“魂”，是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激活乡村
文化、提振农民精神，在乡村美起来，农民“口袋”富起来的同
时，用文化为乡村未来的发展“铸魂”，让广大农民既要富“口
袋”，也要富“脑袋”，通过乡村的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
的精神动力。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逐步构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政策
支撑体系。为增强文化自信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我国相继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多项有利政策，
响应国家号召，山西省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以促进乡村的文
化振兴，2012 年较早地颁布了《山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
2015年起，启动“乡村文化记忆工程”，2018年底已覆盖693个村
镇，陆续建立非遗体验馆、生产性保护基地、文化产业创意园区、
展览馆等多种模式场所，使村民不仅有场所开展文化活动，还能
学习传统技艺、了解村史县志，让“乡愁”可看可学；2016年，出
台了《关于实施山西省戏曲传承发展振兴工程的意见》；2018年，
公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意见》；
深入贯彻“五大振兴”的要求，８月，发布了《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2018年实施乡村振兴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深入挖掘
开发我省农村丰富的历史文化、农耕文化、自然风光、民俗民艺
等资源，同年，印发了《山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工作方案（2018-
2020）》，聚焦“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贫困地区，打造了
200多家旅游示范村，全面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旅游；2019年，召开
了《山西省传统村落传统院落传统建筑保护条例（草案）》听证会。

《山西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意见》《推动文化文
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实施意见》《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
用条例》等政策也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的落地实施加大了
对剧种、传统工艺、传统村落院落等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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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乡村的文化建设进程。《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要求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方面繁荣发展乡
村文化，本文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分析现阶段山西省以农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进行的有益探索，总
结相关经验，以期对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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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力度，使他们得以保存留世和更好地传承发
展，为推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要把握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保护和挖掘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强基固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乡
村文化振兴中，坚持科学的态度，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的加以继承”，总
结提炼出传统文化的精髓，补充、拓展、完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文化与时代
发展相结合，将村民共识凝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上来，以此引领乡风文明，就可以为乡村振
兴凝聚精神力量。

三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突出
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主线，推进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文化市场监管，在提升农民文体活动质量的同时，强化他们对先
进知识和先进文明的获得，倡导、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
革命精神，让广大村民在先进文化、革命精神的熏陶浸染中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要推进公共文化资源重心下沉。一方面是种文化，
培育乡村乡土文化人才。发挥“群星奖”对群众文化创作的带动
引领作用，提升群众文化水平，举办农民工歌手大赛、群众网络
摄影大赛、鼓乐大赛、剪纸展览、农民画大赛等，培育群众文化
队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社会力量开放，把具备资质的乡土艺
人、乡土文艺演出队纳入购买名单，提高乡土文化人才积极性，促
进乡村文化队伍壮大；通过文化进学校、进社区，营造氛围，培
育此乡村文化生长的土壤；通过文旅融合、文创产品开发等，以
产业兴带动人才兴、队伍兴；招募“两馆”“学校”或有专业技能
的文化志愿队伍深入农村，加强辅导，培训力量。另一方面是送
文化，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坚持广覆盖、保基本、促公平的原则，
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其中
文化惠民工程被列入山西省政府民生十大工程；加强戏台剧场等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丰富文化活动场所；举办乡镇文化管
理员技能大赛，提高公共文化机构人员水平，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数字化建设，推进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服务网络进村入户，建立基于“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
础库群”的数字资源库平台，以省图为节点，建立覆盖全省的数
字图书馆阅览室建设，为基层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提供绿色上
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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