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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乡风文明建设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政治、文化、教育等等，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从

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开始探究传统文化与

乡风文明建设的关系。一方面，传统文化嵌入到乡风文

明建设中，可以夯实乡风文明的基础，充分满足时代发

展诉求。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引导与促进

作用，使乡风文明建设方向更加明确，促进优良传统的

传承与新时期良好品质的培育。所以，应该结合乡村振

兴发展要求，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融

入与应用。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

设的价值

1. 满足乡村振兴需求

乡村振兴是一项十分复杂且需要长期执行的建设工

程，不仅要加强经济建设，也要提升精神文明，将乡村

特定场所作为发展载体，全面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

完善乡村振兴工程内容。乡村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

久的发展历史，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有明显差

异，但普遍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文明形态也十分接近。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劳动人民创造和孕育了优秀的传

统文化，为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奠定精神基石，促进农耕

文明的发展，并且经过不断传承，成为现代社会宝贵的

精神财富 [1]。

2. 促进建党经验传承

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始终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

传统文化。通过文化的传承，促进精神内涵的塑造，实

现“铸魂”的建设目标。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

该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将革命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文化教

育宣传基地，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科教兴国等主题教育

活动，全面改造乡村传统封建文化，促进婚姻婚俗改制、

反对封建迷信等等，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内容去除，保

留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居民的精神品质。从本质上

分析，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建党经验的传承，

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中，融入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

功经验，有效提升建设效果，塑造全新的乡风文明。

3.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往往蕴

含着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如传统的农耕文化、养殖

文化、渔业文化等，通过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增强乡村产业的竞争力。乡

村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包括历史建筑、传

统村落、民间艺术等，通过挖掘和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现代旅游理念和方式，可以发展乡村旅游业，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览，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优

秀传统文化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创业智慧和创新精神，

如传统的匠人精神、手工艺技能等。

4.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如诚信、勤劳、友善等，通过将这些优秀文化融入乡风

文明建设中，可以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提高乡村文明素质。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艺术

形式和表现手法，如民间音乐、舞蹈、戏剧等，通过将

这些优秀文化融入乡村文化生活，可以丰富农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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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提高乡村文化生活的质量。并且，优秀传统文化

中往往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理念，如邻里互助、和谐共处

等。通过将这些优秀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中，可以促

进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维护乡村社会稳定。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

设的策略

1. 完善文化建设制度体系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要不断改善乡村居民的物

质生活，还要充分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以优

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促进良好乡风文明的建设。优秀

的传统文化涉及内容较多，包括艺术、习俗、思想等等，

为充分融入乡风文明建设，需要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明确乡风文明建设要求与目标，通过制度规范约束日常

行为，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落实 [2]。具体来说，应该将乡

村振兴五大目标作为基础，明确乡风文明价值理念，并

且坚持规范化建设原则。为确保各个建设环节得到有效

规范，需要健全村规民约制度，构建完善的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程序，明确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内容、主体和要求，

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需要建立政治、科技、教育、

文化等多项工作制度，定期开展时事政治、科学技术等

教育大会，广泛组织农业科技、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活动。

将村规民约作为依据，开展区域管理工作，积极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组织评比文明家庭、道德规范等文明榜样，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同时完善文化宣传娱乐工作制

度，明确具体的工作内容、工作目标，结合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组建文化活动队伍，提升群众参与文娱活动的

积极性，使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全面渗透，为乡风文明建

设奠定基础。

2. 转变文化建设经济方式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乡风文明建设的

过程中，不仅需要制度规范，还需要经济支持。根据乡

村振兴的要求与趋势，应该转变传统的文化建设经济方

式，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需求，构建全新的建

设经济方式，增加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实现乡风

文明持续繁荣，同时也确保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加强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实际

建设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市场逻辑，合理配置各项资源，

提升生产质量，促进各类文化产品的创新与生产 [3]。尤

其在文化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

创新产品。例如，可以在乡村传统建筑文化中提炼元素，

建设具有特色的主题旅游纪念产品，包括绘制乡村特色

建筑图案的帆布包、明信片、折扇、茶具、工艺品等。

永州江永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湖湘文化奇葩，

中华文化瑰宝，是女性情感交流秘密的特殊载体。她散

发着母性永恒光芒的文化符号，女字如美人鱼，字形婀

娜美丽、笔画纤细均匀，只在女性之中传承使用。作为

书写女性精神的代表性符号多次登上联合国的文化交流

舞台。永州市充分利用国家非遗女书现有文化资源，通

过产品创新，研发推出别具一格的“八角花开”女书银梳

子等文创产品，在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同时也促进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实现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经济转型 [4]。

3. 增强文化建设内源动力

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村

民是重要的建设主体，要不断强化主体意识，才能激发

建设的内源动力。为此，需要全面开展乡村文化动员工

作，倡导村民互助，建立乡村讲堂，开展公益讲座，推

广体验教育，营造良好的文明乡风，培养良好的传统美

德，利用传统文化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和文

化修养，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提升村民的自我发展

意识。永州市致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培育

品牌，推出亮点，打造“理响永州”宣传阵地，坚持理

论与舆论同向同行，采取富有“百姓味道”“时代特色”

的方式，把“书面语”转化成“家常话”，用“乡音”传

递“党音”，紧扣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工作要求，面向基层深入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富

有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活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充分发掘地方特色，立足县域实

际，创新形式，丰富内涵，培育出一批“接地气”的志

愿服务品牌。江华县做亮“瑶都红”品牌，瞄准群众烦

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开展理论宣讲、科技文化下乡、

医疗义诊、疫情防控、抗洪救灾、移风易俗等“10+N”

类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零陵区开展“我爱永州·零陵志愿

红”系列惠民利民服务活动，“红马甲”遍布大街小巷，

成为古城一道靓丽风景线；东安县奋力打造“舜德红”、

“东方红”、“助学 + 关爱老人”、“河小青”等青年志愿服

务品牌，走出一条新时代文明建设的“东安道路”。

4. 融入现代文明元素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时，融入现代文

明元素是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首先，应该将

现代技术和手段应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运用

数字技术、网络平台、现代设计理念等，使传统文化更

具现代感和时尚感，更易被年轻人接受。将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乡村产业相结合，如发展文化旅游、创意农业、

特色小镇等，实现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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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倡导现代文

明理念，如绿色发展、低碳生活、民主参与等，使乡村

文明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具可持续发展性。还要善于

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如网络、电影、电视等，将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给更广泛的人群，提高乡村文化的影响力，

并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现代舞、绘画、

音乐等，创作出具有乡村特色的现代艺术作品，丰富乡

村文化生活。通过这些路径，将现代文明元素融入优秀

传统文化中，有助于提升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品质，

推动乡村振兴。

5. 培育乡村文化人才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乡风

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之一，培育乡村文化人才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关键举措。首先要提高文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加强对乡村文化人才培养的重视，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和政策体系中，明确乡村文化人才的定位和作用，将

其视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资源。能够建立乡村文化人才培养的专业机构，如乡

村文化学院、乡村文化培训中心等，提供专业化、系统

化的培养课程和教学资源，这些机构可以开展传统文化

研究、乡村文化传承技艺培训、文化创意设计等培养项

目，为乡村文化人才提供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其次，

能够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乡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高中

设置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并通过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等

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普及，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和兴趣，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另外，

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吸引乡村文化人才回归

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化活力，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创作条件，鼓励他们在乡村从事文化创作、

文化传承和文化活动组织等工作。

三、结语

综上，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要不断加强经济

建设，还要开展有效的乡风文明建设，在实际建设的过

程中，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首先，建设完善的文化建

设制度；其次，转变文化建设的经济方式；最后，增强

文化建设的内源动力。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建

设好乡风文明，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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