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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

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1]“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焕发文明新气象。”[2]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振兴这

些指示精神，为乡村文化振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作 为 新 疆 兵 团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连 队 ， 分 布 在 新 疆

兵团的多个师市和团场，发挥着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的重要作用。为更好地了解文化振兴在连队的状

况，课题组于2021年4-10月份采取问卷调查、走访调

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新疆兵团第一师、第二师、

第三师、第四师、第六师38个连队推进文化振兴现状，

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剖析，并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新疆兵团连队推进文化振兴主要措施及现状分析

（一）鼓励连队搭建多元文化参与平台

一是连队的文化振兴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相关行政部

门、职工群众和社会组织等众多主体参与。要积极引导

文旅、发改、文化等部门参与其中，运用政策鼓励和资金

补贴等方式，发挥各自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二是健全制度保障，引导民间机构、文化协会和艺

术团体参与连队文化建设，邀请专家学者为连队文化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

三 是 坚 持 职 工 群 众 的 主 体 地 位 ， 重 点 转 变 职 工 群

众的思想观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活动中心

等平台，以连队网站、智慧党建宣传栏等为载体，以电

视、讲座、广播等方式，促使连队职工群众生活习俗、

思想观念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通过连队“连队电视人口覆盖率情况”这个指标内

容来看，并结合入户调查的连队的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

到100%，可以看出电视作为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已经

做到全面普及的程度，能更有效地发挥传播文化、发扬

文化的作用。

（二）大力发展连队文化产业

文 化 产 业 不 发 达 是 制 约 新 疆 兵 团 连 队 文 化 振 兴 的

重要因素。探索以产业化手段推动连队文化发展，以发

展团场旅游、非遗保护开发等为着力点，重点创建一批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文化连队。打破传统思维，加强

文化资源的整合发展。从师市层面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充分整合行政、社会和企业资源，形成整体文化发

展 优 势 。 培 养 一 批 乡 土 文 化 人 才 ， 支 持 开 发 连 队 特 色

文 创 产 品 ， 推 动 连 队 优 质 文 创 品 牌 走 得 出 、 立 得 住 、

叫 得 响 ， 部 分 团 场 仍 保 留 着 独 家 的 报 刊 杂 志 文 化 ， 据

2017-2020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统计，第

一师的《塔里木日报》出版期数平均为240期，全年保持

总发行312.67万份；第十三师的《哈密开发报》平均每期

发行份数8000（份），[3]这些报刊杂志是历史文化的记载

者和见证者，也是文化发展的传承者和延续者。

基于乡村振兴视域下新疆兵团连队文化振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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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新疆兵团重要组成部分的

连队，在推进文化振兴方面有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连队过于重视经济方面的发展，而对

于连队文化的建立却并不重视，使得文化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应大力开展连队文化事

业，增强连队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连队思想道德建设；提升连队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重塑现代连队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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