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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强令下的文化下乡与乡村原有公共文化规范产

生冲突

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的“权利文化网络”，在传统农业社

会，小农意识一直占据人们的精神空间，国家权力很难深入

到乡村社会，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普遍形成了自己的习惯

法，家族法规、礼仪习俗、社会舆论以及宗教信仰等乡村

社会规范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支

撑。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开始深入乡村，但国家主

导下的文化下乡并未能做到与乡村社会规范的有机衔接，

致使文化下乡难以在乡村落实，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层。

文化下乡的发展路径

根 据 上 文 所 述 ， 我 国 农 村 文 化 建 设 已 经 严 重 落 后 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而在文化建设落后的地方，封建迷

信活动成了人们的精神消遣与寄托，文化生活的贫乏使聚

众赌博成为人们热爱的娱乐方式。文化建设的落后已经开

始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稳定和农村基层的政权建设，不懂

得以文化的手段去陶冶教化民众，使有些乡镇政府整天忙

于综合治理和调解纠纷。我们常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

地，那么，老百姓渴望的事我们就应该坚持下去。而要想

真正做好文化下乡，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文化下乡要对接群众，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在

“为民、便民、乐民”上多花点心思

发 展 农 村 文 化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 它 不 仅 仅 需 要 政 府

的扶持，还需要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将文化扶贫

与农民自救结合起来，再假以时间，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文化事业才能够欣欣向荣，农村的文化氛围才能越来越

好，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更丰富。因而需要深入调查

群众的文艺喜好，根据当地情况和农时季节特点，合理安

排 演 出 内 容 、 时 间 和 地 点 。 如 农 村 常 有 “ 逢 集 ” 与 “ 背

集”，演出时间就可以尽量安排在下午或晚上，以免与农

民日常生活冲突。再者，对于文化活动要加强宣传，要善

于 利 用 抖 音 、 快 手 等 新 媒 体 平 台 ， 在 普 及 文 化 知 识 的 同

时，扩大文化活动的影响力。

2、变“送文化”为“种文化”“育文化”，培养乡村

自己的文化队伍

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越来越快，政府及相

关部门应该针对农村现状安排文化下乡。如可以由政府拨

款以一个或几个村为单位，分片培养自己的文化队伍。事

实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是有自己的演唱班子

的，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唱戏的人越来越少，原先村子

里的戏台才逐渐荒废了。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召集这些“农

民艺术家”，重建农村文化队伍，培育当地文化特色，尽

可能地将农村原有的文化传承下去。以山东省青州市王坟

镇为例，目前几个村的文化艺术爱好者就自发地组织了文

艺演出队伍，每周去不同的村子演出。这是好事，但由于

缺少资助，往往需要表演者自己掏钱，引起了家庭成员的

不满。因此，要想真正做好文化下乡这件事，需要相关部

门深入基层，做好调查，给村民们提供相应的帮助，以保

持农村文化发展的积极性。

3、建立文化下乡的长效机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需要文化，需要文化生活，但当下农村社会

的文化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而需要建立长效

机制，为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首先各级地方政

府应将文化下乡的专项资金纳入常年财政预算，从活动经

费上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对各级文化部门进

行监管，增强基层文化部门的执行力度，改变“躲猫猫”

式的行政服务治理方式。最后，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

应将辖区内每年的文化下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评比和

表彰，以经济手段激励下级和乡镇文化站，使文化下乡从

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全面展开。

4、探索新型文化下乡方式，构建农村文体建设创新体系

各部门要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将文化下乡、技术

下乡、建材下乡等结合起来，使文化下乡“与农民工技能

培训相结合，实现流动人口的文化能力提升”，使“农户

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8]

当然，各基层部门还要积极探索构建农村文体建设体系的

方式，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文化模式，从而逐步达到城乡

文化协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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