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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单位要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导向，充分利用现

代化的传播媒介、平台和方式，加大传统农村文化内核

的修复和改造，将其转变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文化产

品”，以此展现传统农村文化内核的时代价值，让更多

人关注、认识、热爱传统的农村文化，确保传承保护与

推广传播工作不断迭代升级。

如江西兴国地区的兴国山歌旋律优美、特色鲜明，

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推广、传

播兴国山歌的过程中，要发掘传统山歌文化的内核，转

变传播和推广方式，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渠道对此类

文化内核进行推介，激发更多人的兴趣，壮大文化内核

的群众基础，提升其社会影响力。比如，兴国山歌的传

承人可以运用短视频推广、公众号推送、在线直播等方

式，将此类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文化产业产品的设计、开

发相结合，突出地方特色，提炼精华创意，实现兴国山

歌跨区域传播。

除此之外，针对传统农村文化内核的传播和推广，

各 级 单 位 要 加 强 互 动 协 调 ， 争 取 主 流 媒 体 的 支 持 和 帮

助，给予技术帮扶，实现文化内核的充分展现，获得更

多人的关注与认可。总的来说，以现代化的媒介传播方

式和渠道为依托，传统农村文化内核的传播、推广工作

要以重塑文化自信为立足点，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思维推

介为重点，实现农村文化内核的有效渗透，为乡村振兴

提供精神与文化支撑。

4、培育文化治理能力，塑造文化内核新价值

基层农村的治理能力建设一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作，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环节。通过高水平的基层

治理团队建设，能够推动文化振兴的深化，为农村文化

内涵的发掘和传播提供有力支持。在此背景下，各方要

提升重视度，着力开展基层农村文化干部和专项人才的

培养，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开展优秀乡村党组织

书记示范培训、异地挂职锻炼、外出考察学习等，使其

深入参与到文化内核的挖掘、整理、传播工作中。要千

方百计促进优秀文化人才的延续和传承，培育一批“懂

农业、爱文化、爱农村”的“三农”工作者，夯实新时

期文化内核的传播基础。

另 外 ， 乡 村 地 区 传 统 文 化 内 涵 的 发 掘 、 利 用 和 传

播，关键在于组织动员和行动能力的不断优化。尤其是

传统的乡村地区缺乏有效的文化治理机制和体系，这给

新 时 期 文 化 内 涵 的 传 播 、 推 广 造 成 了 一 定 困 难 。 基 于

此，上级文化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组织领导，构建

高效的多层级互动的文化秩序，着力发挥企业、公民、

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力量，为农村传统文化内核再

发掘、再利用创造良性条件。[5]比如，农村地区可以加强

与文化企业的合作，协同开发本地特色的文化创意和文

旅产品，提炼农村手工艺、戏曲、民俗、民族文化等内

核元素，将其推向市场，反哺农村传统文化的整理与传

承保护。

此外，要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化，优化对农村文化

活动、资源、成果、人员配置等基础层面的管制，更好

地发挥“服务者”“店小二”功能，为农村传统文化内

核的发掘、传播提供帮助，确保文化治理水平得到稳步

提高。

结　语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地区文化

振兴的需求日益增强，这给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提

供了很好的契机。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深挖农村传统文

化内核，提升农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传播

能力，将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此，

各方要协同努力，打造一体化、可持续的传统文化内核

保护、利用与传播机制，使其与乡村振兴密切交融，与

和美乡村建设形成有效契合，为农民群众提供丰富、健

康的精神文化体验。要借助传统农村文化内核的发掘和

传播，释放传统文化价值，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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