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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感降低，文化治理的效果不明显。在民主监督上，农

民对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了解不足，参与文化治理的积

极性不高，民主监督管理自觉性不足，影响文化治理的

长效性。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新时代建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要充分体现农民的

文化权益，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多元共商机制；要充分

尊重农村的传统文化，建立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多

元共传机制；要充分利用现代治理技术，建立以数字化

为手段的多元共治机制。

（一）共商：以农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城镇化的影响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的治理需要转变“自上

而下”的单向性、单一化治理方式，实行“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向性、多元化的治理方式，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中心、以自组织为补充的

多元共商机制。政府是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制定者，主

导各项相关配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的文化需求是

否得到回应、农民的文化价值是否得到提升、农民的文

化 输 出 是 否 得 到 满 足 ， 是 乡 村 文 化 治 理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点，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建构需要以农民为中心。此

外，乡贤、游客、投资人等自组织力量是乡村文化治理

的补充主体。

一是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长期学习机制。深入理解

和把握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性与内容是搞好乡村文化治

理的前提，乡村文化行政部门需要组织相关理论学习，

充分认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形成把乡村文化治理融入

到乡村振兴、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意识自觉。二是建立

乡村文化治理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

机 制 上 ， 站 在 农 民 的 立 场 上 ， 采 取 资 料 阅 览 、 座 谈 交

流、实地查访、意见征集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各方意

见或建议，反复论证决策的科学性，使农民的文化利益

最大化。三是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精准执行机制。在对

乡村文化治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将上级政策大而

全、简而粗的“漫灌”，也不能将其他地方（区）的优

秀做法简单照搬，需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民族特点、

传统习俗、社会资源等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因民施策

的“滴灌”，充分满足农民的文化利益。四是建立乡村

文化治理的绩效评估机制。在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效果

评价机制上，评估的对象是乡村文化行政部门，实施评

估需要上级相关管理部门、农民、自组织等多方参与，

建立绩效评估标准，把上级文化建设政策、地区文化发

展、农民文化利益等纳入考核范畴。五是建立乡村文化

治理的调研反馈机制。在考核乡村文化治理的效果上需

要行政部门广泛调查研究，需要农民反馈真实想法、需

要消费者提供改进建议。六是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整改

完善机制。乡村文化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它是一

个需要长期坚持、动态实施、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需

要根据政策要求、农民需求、社会发展等情况不断整改

精进。

（二）共传：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乡村文化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客体。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不断

受到“冲击”和“削弱”，现代都市文化不断涌入，乡

村文化的内容不断丰富，但必须将乡村文化的优秀内容

和积极价值纳入治理范畴，需要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内

容传承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

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

找源头活水。”[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成为乡村文化治

理的首要内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乡村文化

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

“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9]中华民族文化源

远流长，乡村社会传承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

理、风俗习惯以及遗存的文物古迹、民族村寨、传统村

落等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内

容。建立传承机制过程中，明确对乡村传统文化中的民

族精神和实物载体开展保护性传承，深入挖掘乡村优秀

传 统 文 化 产 品 ， 充 分 体 现 乡 村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时 代 价

值，“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

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0]

（三）共治：以数字化为手段

新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生产管理的

重要手段和工具。其中，核心和关键就是数字化。提升

乡村文化治理的成效，建立乡村文化治理的长效机制，

需要建立以数字化为手段的多元主体共治、共享机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

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