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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徐新建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曹县　274400

摘　要：为了更好地促进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提升基层人民的文化素养，为他们提供更

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环境，同时也为培育和健全社会高素质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好地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我

们应该深入研究当前 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现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期更好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通过

加强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保护，我们有望实现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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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culture, we should take more eff 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literacy of grassroots people, provide them with a more colorful cultural life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talents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better promot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ety, We should deeply stud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team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masses, and draw lessons from i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masses culture better. By strengthening support and protection for cultural undertakings, we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bring more social benefi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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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其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文化的发展会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而基层群众文化的稳

定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和力量源泉。如

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

断的提升，人们对于基层群众文化的精神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所以，为了能更好的促进我

国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就要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基层群

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相应的一些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

进行不断的完善，不断满足基层群众对于文化的追求，通

过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的建设，促进基层群众文化的整

体发展进步，与此同时，不断增强基层群众文化的参与意

识、提高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视程

度，以便提高我国的基层群众文化的建设水平。

1　群众文化概述

群众文化是指人们不论职业地位如何，独立参与或由

人组织举办的社会娱乐活动，互相影响以增加对群众文化

的需要。这里有几点，一是群众文化的对象是人，内容是

一系列活动。二是群众文化涉及的细节很多，文化娱乐活

动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群众文化是由制度的多种要素

构成的，包括广泛的活动、精心完成的多样化任务、值得

高度评价的专业。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科技

不断壮大，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生活选择，也影

响了我国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和生产合作。不仅对物

质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人们在群众文化领域的活

动提供了基础，在文明的精神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科

技的发展又有助于加深对科技基础的认识，获取和学习更

多的文化内容，发展教育，为持续学习奠定基础。群众文

化精神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不仅活动内容发生了变化，

发展形式也反映了时代的特殊性。群众文化活动与科技息

息相关，文化活动的日益繁荣也将激发人们学习乐趣和热

情，人们将开始在实践中体验大自然的先进科技。通过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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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增加文化内容，从而

促进科技进步。群众性文化活动可以不加掩饰地改变我国

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加快科学进步，丰富人民生活，振奋

人民精神，增进民族团结。

2　新时代群众文化的特色

中国现代群众文化活动中，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是改革开

放。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化活动发展较慢，不仅在一种

文化活动中，而且在工业方面，文化市场狭窄，文化消费

潜力有限。自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文化有

了明显的发展，各种形式的文化自由开花，人民的文化活

动得到了加强。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文化的消费也

越来越大。总的来说，可以归纳如下：

2.1  活动内容比较丰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我国人民的物质福

利逐步增加，为人民提供了舒适、自由、丰富的享受。人

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良好的生活方式，开始过

上平静的生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科技产品的

出现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技术保障。例如，计算机数

字技术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知，人们用它来使自己的感觉

更加多样化，这些情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电视和互联网

的传播丰富了所有的感官，不仅改善了形象，而且使许多

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以光盘和录像带等多种形式传播。人

们不仅听到优美的歌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被音乐感

染，心理变得更加充实。对于在城市中玩耍的人来说，文

化娱乐是身心教育的重要手段，而在农村，文化娱乐是丰

富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不仅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全民的福祉。

2.2  社会主义色彩鲜明

我国坚定奉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前景为指导，坚定走人民路线，为人民服务。中国文化

五千年来丰富而遥远，每一个时代都紧密地交织和传递

着。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与传统

社会处于同样的紧张状态。新时代的群众文化建设完全

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可以说符合追求实效，注重

实用性和韵律性，引领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的群众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反映

出每个人独特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在群众文化的发展

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具有

特殊的意义。

2.3  具有民族特色

所谓民族特色，是指群众文化具有深厚的民族精神，是

通过充分发现和利用民族资源，尊重民族传统独特风貌，

反映中国人现代生活的特点。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我国

人民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吸引力逐

渐下降，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兴趣。以民族文

化为基础、以其创新运用为基础的群众文化的许多要素和

活动，今天都具有特色。看看最近的古玩剧《康熙皇帝》

和《雍正王朝》，这出戏是从民间传统和古代历史中重

新演绎出来的，演绎了两件渗透到金庸小说中的内容。此

外，从形式上讲，除了传统的文化形式外，我国群众文化

在当今生活的内容中又增添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文字、散文等重要内容。

2.4  强烈的包容性特征

新时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

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成为发展自身文化的基础，融合了

一些流行的西方文化，这必须包括一个新时代。以西方文

化为例，我们学会了宽宏大量、接纳、开放，随着时代的

发展，融入并不断完善新的时代特征。最后，文化强调群

众的力量，发展流行的文化形式和内容。

3　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现状分析

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地方的社区文化发展仍

然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发展水平和进步幅度都较小。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改善当地的社区文化环境和基本设施

外，还应该重视社区居民的具体文化需求，并采取更多措

施来促进社区的发展。本文将深入探讨当前基层群众文化

团体的发展情况。

3.1  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1）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变迁，许多地方的基础

文化设施仍然处于落伍状态，而且由于政府的管理和监

督，许多原本应该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机构和组织都遭

到了严厉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社会公共服务的建

立和维护，以确保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感，促使经济社

会的发展保持稳定。（2）随着经济社会的快节奏发展，

许多公共机构仍然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追求物质利益的

过程之中，而缺乏对基础文化的重视。尤其是那些负责宣

传、推广、组织、参与社区文化的干部，他们更缺乏深入

了解社区文化的能力，更缺乏创新思维，更缺乏创造性的

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及其领导者更多地投入到社区文化的

宣传、推广、参与等方面，以促进社区的健康成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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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础文化领域缺少高素质的专家，使得在当前情况

下，为了更好地推动基础文化发展，必须培养出一批具

备良好素质、能够熟练掌握基础知识、能够深入理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能够灵活

应变社会现实，以便更好地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

前，由于大部分文化站的管理者都是退休或重新招募的，

他们的观念比较落后，因此，他们很少拥抱创造性的工

作，无法真正推进社区的发展，从而使得社区的文化素养

得以持续改善。

3.2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程度缓慢

要想有效推进基层群众文化队伍的建设，必须充分利用

当前的资源，以便更有效的满足他们的需求。然而，由于

当前的社会环境，以及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使得文

化站点、文化馆藏等传统的文化服务形式无法满足当前的

需求，从而阻碍了其有效的传播。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

许多地区对基础性的群体文化活动的投入却远远跟不上。

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使得许多社区无

法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从而无法实施更多的社会公共服

务，从而导致了当前的社会矛盾。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和

技术支持，使得我国的基层群众文化团体的发展受限，其

中的基本设施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善。

3.3  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方式单一

在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中，我们发现，采取的方式单

一，内容缺乏吸引力，无法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娱乐生活的

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模式，以提高文化建设

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渴望获得更高的精神

文明成果，而且还渴望拥有更优质的文化队伍，因此，在

实施基层群众文化队伍建设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拓宽建

设渠道，拓展建设内容，以及如何创新建设方式，以期达

到最佳效果。

4　建议和方向是促进基层文化群众工作的发展

4.1  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

在十九大上，中央明确指示，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全面贯彻中

央的精神，大力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影

响力，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普及，以期达

到更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通过构筑完善的图

书馆、配备先进的公共娱乐服务和专业的社区活动室，我

们可以更好地支持和推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更加积

极地推行各项社会事业。

4.2  加大基层群众文化的制度保障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的、严格的基层文化工作管

理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实践性问

题，而且还能够极大地改善各类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从

而使基层文化活动能够顺利、高效地推进，达到预期的目

标。为了更好地推进基层文化建设，各类人民政府和部门

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订适当的规章和措

施。此外，还需要加强对这些工作的监督，确保它们能够

按照规章和措施进行。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更好地帮

助社区居民发挥其优势，并为他们的文化生涯带来更多的

收获。

4.3  加强基层文化人才的队伍建设

对于促进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培养和引进优秀的专家

学者至关重要。为了充分发挥每个地域的独特优势，我们

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积极推进本土的文化发展，举办多

样的、富有当地风味的文艺演出，以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

进步。另外，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基础的文化中

心，并且挑选出拥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的本土居民担任副主

任，并且招募拥有前瞻性和创造力的专家担任主任，通过

本土居民的支持，举办独具魅力的文艺演出。为了更好地

推动乡镇发展，我们应该招募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丰富经

验的专家，并为乡镇领导者安排定期的培训，让他们掌握

最前沿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推动乡镇的发展，激发乡镇的

活力，推动乡镇的发展，实现乡镇的繁荣昌盛。

5　结束语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

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实现，我们必须更多地投入资源，积极探索社会主

义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并且不断提升

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质量，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撑。通过全面改革，加强对

基层群众的文化教育，增强他们的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文

明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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