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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建与共享：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经验

1、发挥高校人文资源优势的校村共建模式

水磨镇联合了阿坝师范学院，由师院推荐优秀学生

志愿者分配到各个村，保证每村都能有至少1-2名文化专

业人才指导并带领村民开展文体活动。农家书屋也交给

了师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进行部分托管，志愿者可根据自

己专业知识与方式方法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促进了乡村

文化服务向艺术化、技术化、智能化的提档升级。师院

老师还带队成立了工作室，利用高校的学习资源与经验

进行艺术创作，并与文创公司进一步合作，帮助村民进

行文创设计与生产销售。这种新型的共建模式不仅有利

于解决原生文化与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促进了高校

师生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以致用，在双方合作双赢的基础

上更是增进了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共享，提升丰富了社

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与功效。

2、发挥游客人脉资源优势的主客共建模式

在 深 入 挖 掘 保 护 乡 村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发 展 公 共 文

化服务上，三江镇积累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是结

合本地特色，充分发掘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开展转山

会、羌历新年等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民俗文化活动，培

养群众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归属感。二是充分发挥老年人

的 作 用 ， 留 守 老 人 居 多 既 是 劣 势 ， 但 也 可 以 转 变 为 优

势。三江镇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各村老年协会，充分发挥

当地老人的余热，鼓励其自发组织举办适合他们自己需

要的文化活动。有的老人甚至主动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

的责任，如瓦寺土司遗存地处山地郊外，至今能够保存较

好，主要就是靠当地刘老师长期坚持自发对之照管保护。

除以上经验外，三江还探索出了主客共建的新服务

模式。三江从1996年开始旅游开发，吸引了众多游客每

年到这里避暑纳凉。三江创意性地将游客资源纳入了当

地的乡村文化建设中，鼓励并发动游客参与村镇的文化

管理，面向游客开放村图书室，由游客自发参与提出文

化设施建议，根据游客需求定制公共服务等。很多具有

较高文化水平的游客还主动加入当地文化活动的指导与

设计工作中，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与服务工作开展愈发顺

利有效。从旁观者到建设者，主客共建模式无疑为解决

人才资源缺少、本土居民文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探索出了

一条值得继续深入深思的新实践道路。

3、发挥非遗文化资源优势的多元共建模式

映秀镇最突出的就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现有12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7处为地震遗址遗迹），2项

州级非遗及3名传承人，1项县级非遗及2名传承人。如何

充分激发非遗资源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力量，使之在得到

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能有效地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发挥一定作用。映秀以西路边茶（藏茶）体验基地茶祥

子为试点进行合作，茶祥子蒋维明研究改良制茶工艺，

并使用科学手段与现代管理，实现了西路边茶的产业化

再造，解决了当地农户的就业问题，并通过工作室与合

伙人的关系创意性地培养了众多非遗传承人。茶祥子连

续六年免费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供高品质茶饮和舒适的

饮茶环境，通过茶史茶道茶艺的介绍，传播弘扬中国传

统的茶文化，培养群众高品质的文化素养。镇文化服务

中 心 还 在 茶 祥 子 设 有 乡 村 阅 读 中 心 ， 每 天 免 费 对 外 开

放。全国各地以及日、韩、美、意等国的品茶爱好者经

常不远万里专程到茶祥子来进行文化交流与分享，从而

也提升了当地群众的文化意识与知识素养，拓宽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唱歌跳舞。

（三）融合与转化：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乡村文旅

的发展经验

1、农旅融合的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模式

漩口镇赵公村依托赵公福地生态旅游区、无忧谷、

樱花基地等核心资源，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村上收入主

要来源有二：一是由庄园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农家乐

康养经济，每年固定避暑常驻游客400-600人，同时拉动

当地农副产品和土特产消费，所有农副产品全部消化，

无需进入市场销售。二是由返乡青年投资、租用集体林

地发展而成的樱花里旅游区，除去租金和项目分红外，

还解决了村上部分劳动力的务工问题。每年光樱花基地

就接待游客4000余人，加上周边的无忧谷、赵公山、房

车营地、素朴山居等，结合当地浓厚的财神文化、道教

文化、农耕文化、茶文化，形成了“民宿+景点+康养+

文化+生态农业”相融合的新产业模式。村上还依托当地

丰富的植被资源引入企业投资，合作建有中草药养殖基

地、各类种植养殖合作社，未来还将合作开发自然教育

基地和冬季旅游项目。每年10月至次年2月为淡季，村上

会组织村民进行道路整修、村容村貌整改、配套设施完

善、管理扩容等改造提升，一方面让村民在淡季也有一

定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和群众

的向心力。村民钱包鼓了，思想观念也随之进步，文化

素养也逐渐提高。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保护自然生态，

和谐、礼让、互助的文明新风在村上蔚然成风。而以樱

花里、无忧谷为代表的乡村新农旅产业，也为本地居民

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方式，如KTV室、咖啡

吧、书吧、影音室等，提升了文化服务品质，满足了更

高层次的文化需求。由此不仅做到了文化富民，还实现

了文化惠民、文化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