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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3、指定民间传承人守护乡村文化空间

首先是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等文化空间进行重点保护，其次是对开展公共活动

的重要场所及其相关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包括周期性或

事件性的场所。定期对文化空间进行修缮，在这些乡村

和活动场所指定一名熟悉本地历史文化，并热爱本村文

化的民间传承人，给予相应经费支持他们为乡村著书立

传，守护乡村的古老建筑与历史遗存。

4、在政策法规的范围内推动“活态传承”

对 历 史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的 保 护 ， 最 好 的 方 式 是 培 育

历史传统文化资源自身的“造血”功能。政府需要在现

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尽力拓宽转化利用的法律制度空

间，以支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创产业，同时也

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合理利用的

过程中，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文化内涵和

地域特色，重视实效，实现文化生态的“活态传承”与

经济平衡发展。

（三）健全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体系

从 汶 川 推 动 有 效 市 场 和 有 为 政 府 更 好 结 合 的 角 度

看，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一些基础性支撑条件还存在短

板弱项。主要表现在人才、技术、资金等难以满足乡村

文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难以

满足乡村文化发展的需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尚有差距

等等。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加强顶层设计，特别是

要进一步强化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体系，从人才供

给、资金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以

完善外部支撑体系为实施乡村文化发展提供更好保障。

1、健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才供给体系

围 绕 乡 村 文 化 发 展 的 重 点 领 域 和 实 际 需 求 ， 引 进

和培育相结合，引导鼓励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才参与

乡村文化发展。需建立“柔性”人才流动机制，可采用

“吸引式”（吸引外来优秀人才赴乡）“回归式”（吸

收接纳本土人才的返乡回归）“共享式”（人才的城乡

共用）“合作式”（加强乡企、乡校之间的人才培养合

作 ） 和 “ 远 程 式 ” （ 运 用 互 联 网 实 现 专 业 人 才 远 程 指

导 ） 等 多 种 模 式 ， 充 分 吸 纳 优 秀 人 才 参 与 乡 村 文 化 建

设。加强高校与乡村的人才合作，尽力发挥高等院校对

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2、健全高效协同多元筹资的资金支撑体系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助力乡村文化发展，积极发展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使其更贴合

乡村文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满足乡村文化发展需要。鼓

励引导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文化更好发展，拓宽社会资本

投资领域，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

资者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完善社会捐赠激励制度，设立

乡村文化发展基金等。

3、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方式与供给模式

充分发挥思想阵地建设的作用，以样板村的建设，

带动乡风文明建设。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

化不达标的乡村，尽快完善和健全。加快数字化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确保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免费的基础上，允许运营方以市场化的

模式参与管理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对当地群众的

文化需求进行深入细致的摸底，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

渠道，灵活农家书屋运营模式，图书种类根据当地实际

需求精准供给。

4、大力提升乡村文化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提升乡村文化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专业素养，着

力培养一批文化骨干和文化能人，建设本土高层次文化

艺术人才资源库、乡村文化能人资源信息库，开展乡村

文化能人的培训；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在传承发展非

遗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镇村聘

用一批有文化、有知识、有文体特长、热心农村文化建

设的专职管理人员，发挥文化志愿者人才与外来游客的

才能。

（四）乡村文创与文旅产业的培育

围绕“乡愁”与“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做产

业谋划，大力培育的“乡愁产业”满足城市人对自然山

川和田园乡土的向往；全面发展惠及普通农民，让农民

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幸福产业”；以及延伸

冰雪运动、生态体育的产业链，发展配套产业；探索集

约化、共享化的多村抱团发展模式。

1、构建民宿产业体系做强做精“乡愁产业”

针对追求品质享受生活的消费者，利用汶川独特稀

缺的自然生态与藏羌文化，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自然

生态禀赋优越的乡村，以“神秘”“原真”“绿色”为

导向，培育高端特色民宿。延伸“民宿+”产业链，如配

以纯天然无污染的水、当地羌族原生态的饮食、水果、

羌绣服饰，融入古老的宗教仪式、节庆、音乐、歌舞、

史诗等。一些中低端的农家乐、民宿，加快景观、风貌

提升，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抓实新场景新业态倍

增工程，大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力争每个镇有1-2家经典

民宿。

2、培育发展惠及广大村民的“幸福产业”

坚持把文化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文化的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