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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后局面，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的精神底蕴。乡村振兴

的关键是增强农民的信心和力量，农民只有树立起发展

信心，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在革命战

争年代，由沂蒙红嫂引申出来的“红嫂精神”；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整山治水引申出来的“愚公移

山”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由艰苦创业引申出来的

“九间棚精神”：成为沂蒙精神的象征性标志，是和平

年代沂蒙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

精神动力。这些精神中折射出来的是朴实的沂蒙人民对

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艰苦创业、鱼水情深、敢为人先

的人文精髓，不忘初心、勇于奉献的价值取向。这些特

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一致、内涵统一，具有强

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在推动提升乡村文明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力弘扬凝结时代思想精华的

沂蒙精神，有利于倡导“乡村文明”，引导广大群众树

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保持甘洒

热血、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保持自强不息、继往开来

的奋斗精神，保持艰苦朴素、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保

持忧公忘私、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激发在新时

代乡村振兴中的干劲和闯劲，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积蓄

精神动力。

文化赋能：沂蒙精神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沂蒙精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通过坚定党群同心的重要法宝，强化军民情深的思想意

识，保持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筑牢生死与共的情感基

石，通过沂蒙精神的强大代际传承能力，发挥在乡村振

兴中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鼓

舞广大老区人民奋勇争先、弘扬社会正气、涵养时代新

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坚持党群同心的重要法宝，恪守人民情怀

党 群 同 心 是 沂 蒙 军 民 战 天 斗 地 、 克 服 险 境 、 取 得

丰硕成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恪守人

民情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党群同心，是党和沂蒙人民

的双向奔赴。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加之一以贯之地坚

持、执着，才真正获得了沂蒙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沂蒙精神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沂蒙人民听党的话、对党无限忠诚、坚定跟随党

的决心和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沂蒙人

民发展建设的主心骨，正是由于党一直坚持发挥党建在

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把党的领

导贯彻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才能将调动广大

老区人民的积极性全面贯彻落实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在党的组织领导下，推进乡村振兴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

载体，强化乡村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乡村文化振兴基层

党员队伍的建设，对于基层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培育，端

正基层党风，使之自觉扎根人民，将执政为民、乐于奉

献的政党文化渗透到乡村。进入新时代，乡村的文化振

兴应始终恪守人民情怀，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从人民群

众的利益出发。进一步发挥沂蒙精神对文化振兴的促进

作用，大力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尊重人民群众创造

精神，激活乡村文化发展内生动力，建立老区人民共有

的精神家园。

2、强化军民情深的思想意识，传承红色基因

军民情深的思想意识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后一口粮

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这是沂蒙人民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真实写照。在这片

红色的沃土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中

华民族的惊天伟业贡献了一份力量。正是沂蒙人民万众

一心、同仇敌忾，军爱民、民拥军，使得沂蒙地区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里获得解放，在艰苦创业的洪流中获得机

遇，时刻走在时代前沿。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同心是

乡村振兴在前进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坚不可摧的后方力

量。由此可见，军民的鱼水情深和深度融合，守护红色

印记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中之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

要“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 [5]在血与火的年代里

淬炼过的红色土地，赓续红色血脉是乡村中不可或缺的

一步。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每个人都有“乡土情结”，

这个文化印记是每个中华儿女情感的连接，不会轻易改

变。在沂蒙精神情感的驱使下，引导人们重新发掘乡村

文化，加强老区人民的道德义务及传续文化习俗的责任

感，树立共建共享的价值取向，营造风清气正、民主和

谐的乡村社会氛围，激发人们对乡村的自觉热爱，有助

于形成均衡稳定的和谐关系与良性秩序。因此，构建乡

村共识，增强乡村居民在红色文化情感上的联系，提升

乡土文化凝聚力，塑造价值认同，显得格外重要。开发

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追寻红色记忆，发挥红色文化的提

振作用，对于实现老区人民文化脱贫、促进乡村文化振

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保持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建设富裕乡村

党 同 人 民 水 乳 交 融 的 密 切 联 系 是 战 无 不 胜 、 建 设

富 裕 乡 村 的 必 然 要 求 。 在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 可 爱 可 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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