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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白红丽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委党校 内蒙古 兴安盟 029400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乡村振兴背景分析”、“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的融合路径”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立足乡村振兴背景，分析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路径，希望进一步发掘

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性，以科学、高效、新颖的方式，落实乡村振兴各个版块的工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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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spects of "background analy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alysi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ural

governance hop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implement the work

of each s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scientific, efficient and novel way,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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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摸索

走向成熟，在全国各地铺开。探讨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

文化与乡村治理问题，旨在开发合理的工作路径，将两项

工作统筹在一起，简化复杂的工作流程，共享优质的工作

资源，以乡村振兴为总目标，协同开展两项工作。

1 乡村振兴背景分析

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

三个维度的具体工作，强调与时俱进，认真践行乡村振兴

战略。十九大之后，国家又发布一系列文件，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包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建设行

动实施方案》等。乡村振兴工作涉及多方面内容，具体来

分析：

（1）乡村治理。科学实施乡村治理工作，强调创新乡

村治理模式，鼓励各农村地区走善治之路；（2）经营制度。

优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淘汰不合理的内容，增加与时俱

进的新内容，进一步完善农村经营体系。在农村经营体系

中，传达“共同富裕”理念，呼吁农民团结起来，呼吁企

业精诚合作[1]；（3）供给侧改革。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打造高质量农业生产链，提醒相关企业：坚持“质

量兴农”之路；（4）城乡统筹。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

理性认识城乡关系，积极处理城乡统筹中的问题、矛盾，

主张“优势互补”、“融合发展”；（5）精准扶贫。在扶贫

工作中，要突出“精准”的重要性，实施一系列“精准扶

贫”措施[2]。并且，各地区要敢于创新，不被固有模式束

缚，开创特色化脱贫之路；（6）文化兴农。对农耕文明进

行深入研究，并借助新渠道、新平台，推广农耕文明，抓

住“文化兴农”的契机；（7）绿色发展。立足可持续性发

展视角，关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推崇“因地制宜”理

念，追求“绿色发展”目标[3]。

乡村振兴战略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各乡村地区的传统文化被挖掘出来，传统文化现象越

来越规范化，逐渐成为乡村地区的一种特色，吸引源源不

断的研究者、观光者。同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各乡村

地区的自主发展意识更强，可以借助对外发展机会，走线

上渠道、线下路径，全面推广传统文化，提醒年轻人树立

文化自信，促进国家的文化传承事业。乡村振兴战略对乡

村治理的影响：第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各地区

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乡村，人民群众的视线也聚焦于乡

村，乡村治理工作被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相关工作人员

不能辜负期望，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加快速度，注

意效率。第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乡村治理不再

是小范围内的工作，可以聚集多方面力量，形成“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取得更突出的乡村治理

成果。

2 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促进、协同

发展的关系。进入新时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将传统文

化与乡村治理联系起来，属于一种创新型工作模式，可以

加快乡村地区的改革进程，实现各个领域的振兴，实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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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乡村愿景。具体来分析：

2.1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乡村治理

传统文化可以融入乡村治理工作，突出乡村特色。例

如，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公共设施结合起来，兴建一批具有

文化气息的古风公共设施，如：“古风气质的四角亭”，供

人们休息、聚会。这些公共设施就像是恰当好处的点缀，

使乡村环境看上去整洁、美观，更具观赏性[4]。此外，传

统文化渗透到乡村治理工作中，可以获得广大村民支持。

比如说，挖掘乡村文化内涵，组织特色文娱活动，如：“唱

山歌”、“剪纸大赛”、“红色文化表演”等，将村民聚集到

一起，增进村民之间的情感。同时，传达重要的乡村治理

政策，呼吁村民踊跃参与乡村治理工作。由此可见，传统

文化力量浑厚，可以发挥无形的作用，促进乡村治理工作。

2.2乡村治理可以推动传统文化

乡村治理工作可以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

在：一方面，引进来。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包含“文化治

理”。为了抓好这方面工作，相关部门要认真修缮传统文

化景观，策划传统文化活动，保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从

“引进来”的角度，吸引大量外来人员。这其中，既有专

业的研究者，也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另一方面，走出去。

开展乡村治理工作，要打通各个区域的屏障，加快城乡统

筹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乡村特色的传统文化可以推

广出去，向各个区域渗透，并且，向城市中心渗透，伴随

着城市一起发展[5]。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人可以感知传统

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多产业可以关注传统文化的价值。总

之，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可以增加关注

度，助力传统文化的发展。

2.3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可以协同发展

从目标来分析，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是为了进一步增

强民族凝聚力，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

乡村治理工作，也有同样的目标，积极落实乡村治理措施，

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乡村地区，带给村民便捷、幸福的生活，

拉动乡村地区经济，以一个乡村的发展，带动周边城市的

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秩序。基于共

同的目标，传统文化领域的工作与乡村治理方面的工作可

以协同进行。从工作方式来分析，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融

合在一起，可以统筹多项工作，精简复杂的工作流程，形

成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实现协同发展格局。举例来说，在

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巧妙渗透传统文化元素，形成“文

化+环境治理”、“文化+生产治理”、“文化+教育治理”、“文

化+医疗治理”、“文化+艺术治理”等创新型工作方式，

走“文化治理”之路[6]，突出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支

持传统文化的发展，支持各项乡村治理工作。

3 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路径

在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并

不缺乏机会，也不缺乏客观条件。从环境视角来分析，可

以结合传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从艺术视角来分析，可

以围绕传统文化，重塑公共艺术。从经济视角来分析，可

以借助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具体来说：

3.1结合传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地区的特色文化被陆续开发

出来，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传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进行

环境方面的专项治理。比如说，在甘肃省庆阳一带的乡村，

代代村民传承着剪纸文化，善于通过各式各样的剪纸图

案，装饰窗户、大门、墙壁，使乡村环境富有趣味，带有

浓厚的艺术气息。再比如说，在福建省宁德市靴岭尾村，

剪纸文化氛围浓厚，《荷塘情趣》、《十二生肖》、《古民居》、

《布袋戏》、《淑女图》等剪纸作品，颇受瞩目，与当地的

环境布局相互辉映，让靴岭尾村成为有名气的“艺术之乡”
[7]。此外，热衷于曲艺文化的乡村地区，可以修建小剧场、

公园，方便村民聚集。例如，江苏省宿迁市宿城是苏北大

鼓、苏北琴书的发源地，被称为“曲艺之乡”，相关部门

可以布置“曲艺活动中心”，举办各种曲艺活动，一边传

承曲艺文化，一边优化乡村布局，丰富乡村地区的文娱生

活，改善乡村环境。

3.2围绕传统文化，重塑公共艺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公共艺术的治理，成为一

项关键性工作，受到各个部门的关注。相关部门可以围绕

传统文化，重塑公共艺术景观，强化乡村地区的公共艺术

治理工作。举例来说，在地势较高、风景优美的乡村地区，

特别适合登高远眺、郊游散心。相关部门可以兴建大小不

一、主题各异的凉亭，如：“聚友亭”、“抚琴亭”、“品茗

亭”、“月老亭”等，将传统文化，蕴含在凉亭景观中。村

民在农忙之余，可以走进凉亭，休息、谈心，游客在观光

之时，可以进入凉亭，拍照、写生，青年男女还可以相约

于凉亭，在山水的见证下，定下爱的誓约。另外，在小山

起伏、山石较多的乡村地区，可以调整山石的位置，通过

山石的造型，表现传统文化[8]。比如说，在形似兔子、树

桩、农民的山石旁，立下牌子“守株待兔”。在形似稻苗、

农民的山石旁，写下故事“揠苗助长”。在形似矛和盾的

山石旁，介绍典故“自相矛盾”……这一类公共艺术景观，

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符合乡村环境特点。

3.3借助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受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不少乡村地区都在倾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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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旅游业，希望以独具特色的旅游业，刺激当地经济，形

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振兴乡村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个乡村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都在寻求一条“和而

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乡村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借助传统

文化，各个乡村可以明确优势，顺利启动乡村旅游产业链。

举例来说，在湖南湘西一带的乡村，有多处红色文化景点，

如，“湘鄂川黔省革委会旧址”、“方汉英烈士墓”、“贺龙

故居”、“龙山烈士陵园”、“红二与红六军团兵工厂旧

址”……这些红色文化景观分布的位置不同，背后的故事

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文化已经成为各个乡村的

一部分，已经根植于当地村民的思想意识。相关部门可以

统筹管理红色文化景点，将分散的红色文化景点衔接起

来，打造成专门的旅游线路，作为乡村旅游产业的一部分。

再比如说，武夷山地区以“茶叶”闻名，是中国乌龙茶、

红茶的重要发源地。在福建武夷山一带的乡村，从事茶叶

生产的村民非常多，各个村子在“种茶”、“产茶”、“烹茶”、

“品茶”等领域，都已形成一种深厚的茶文化。围绕茶文

化，相关部门可以开辟一条特色化旅游路线——“走近武

夷山茶文化”：（1）看。游客可以走访茶园、生产车间，

拍照留恋，获取一份有意义的纪念品；（2）听。聆听茶叶

的历史、茶叶的故事，了解当地茶文化；（3）品。观赏专

业的烹茶过程，静下心来品一杯好茶。总体来说，传统文

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属于乡村经济治理范畴，有利于振

兴乡村经济。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视野下，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可以统筹起来、协同进行，纳入乡村振兴总规划，致力于

改善乡村面貌。具体来说，相关部门要依据实际情况，解

决关键性问题：（1）结合传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积极

开展环境方面的治理工作；（2）围绕传统文化，重塑公共

艺术，加强乡村地区的公共艺术治理工作；（3）借助传统

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实施乡村地区经济治理方案。需要

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不能随意破坏传

统文化的完整性，相关工作人员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开

发、什么是文化保护，要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科学

开发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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