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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乡村

治理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文化治理作为其

中重要环节，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

制度支持。

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建构的内在意蕴

乡村文化治理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建构乡村

文化治理机制有助于为农民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实践。

（一）人民性：保障和加强农民的文化权益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乡村及农民在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演进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逐步确立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例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流

价值、时尚文化、现代文明等，这些多元文化的历史烙

印与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和农民幸福不能形成同频同向，

反而对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教育等

方面产生了阻碍。乡村文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一环，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为达成乡村振兴

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就必须进行乡村文化治理。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 [1]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乡村文化治理必须

以农民为中心，保障和加强农民的文化权益。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现“农村文化进一步繁

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 [2]的目标，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指出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

保障制度”，[3]以上两个“决定”关于人民文化权益的递

进规定，从法律约束到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对文化民生的重视。

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建构是保障和加强农民文化权益

的内在需要。乡村文化治理以农民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充分尊重农民的文化选择诉求，保障农民的

文化创造需求，保护农民的文化成果利益。乡村文化治

理机制建构就是要“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4]“为人

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5]用制度来规范乡村文化

繁荣与创新，用制度来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与成果，形

成文化价值认同在乡村的制度逻辑。

（二）公共性：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是 全 面

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

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得力

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治理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

的繁荣发展，而乡村文化治理的现代化直接推进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建构乡村文化治理的机制为乡村文化治理

提供制度保障，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

乡 村 文 化 治 理 的 机 制 作 为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在制度规范、资源互动、智慧积聚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促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健全的乡村文化

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规范和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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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治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建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符合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新时代，在实际建构过程中，会遇到社会环境、人力、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需要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数字化为手段，建构共商、共传、

共治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