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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建议加大资金投入，统筹规划建设村屯的后端

处理设施，按“市政排污管网”模式建设村屯，引导村民

新建厕所接入村屯排污管网，从而达到整村推进，加强厕

所后端无害化处理；加强监管，健全协同推进农村改厕工

作机制。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整合项目资源和资金，

建立协同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机制。在推进改厕工作中，要

加强对改厕工作的监管，实时跟进加强监管，保证工作进

度，对于存在的问题，拿出解决方案，并要求整改到位。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一）注重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针对优秀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

的问题，需统筹规划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全方位挖潜设

计，着力在自然生态文化、历史文化、语言文化、服饰文

化等重点民族文化上寻求突破，努力增强广大群众对民族

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注重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

保护与推广。结队帮扶、扶持非遗传承、民间艺人，保护

当地特色的民间艺术。开展非遗衍生品的生产、设计大赛

等，发现、扶持传统工艺创意人才。保护古桥、古祠堂、

名人故居、地标性文化景观、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

建筑等文物，实施“美丽乡愁”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工程，

保护乡村原有建筑风貌和村落格局，深挖历史古韵。构建

古村落保护与村落发展相统筹、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长效

机制；古村落、文化名镇的开发，要在以保护文化和生态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古村落的历史风貌和特色，适度

控制开发规模，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彰显地方文化特

色。非遗保护要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将各类非遗项目以文

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分门别

类，将列入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

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资料逐一进行数字化采录、存储，以

便长期保存；对接市场需求，大力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放大壮族、瑶族文化的时代价值和迷人魅力。

（二）加大政策引导扶持乡村文化振兴力度

构建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建议成立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乡村文化振兴领导小组，逐

级建立相应的组织，确保每个村至少1名文化管家（或志愿

者）专职负责文化工作。完善目标考核机制，把乡村文化

振兴工作目标任务细化、量化，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评

优评先的重要指标；强化财政保障，鼓励民间资金参与乡

村文化振兴。各级财政应将乡村文化振兴的经费纳入经常

性预算。采取政策鼓励、资金扶持等方式吸引民间组织，

尤其是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制定符合群众需求的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

策。建立图书室互通、电子资源共享机制，鼓励村民跨

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积极探索和完善“菜单式”文化

服务新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内涵，丰富“菜单项目”，

构建立体化服务格局，为群众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惠民

文化服务；着眼产业振兴，以乡村文化为产业振兴提供持

久动能。推动乡村文化与特色农产品、传统手工艺品相结

合，融入乡村文化元素，实施品牌营销创新。制定传统工

艺振兴目录，把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有发展前

景的传统工艺纳入振兴目录，给予重点支持。用乡村文化

创意为农业旅游赋能，打造乡村乐园，建成一批农文旅融

合集聚地。

（三）推进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深入挖掘梧州本土文化资源，做好长期发展规划设

计。建议文旅部门牵头对本地文化资源进行调查、整理、

宣传，对有人文历史文化底蕴、红色革命历史传统、民族

特色风情、自然奇异景观的地方，重点挖掘其文化内涵与

秀丽风景，与农业农村部门以及地方乡镇政府合作，结

合各地区域及乡村发展实际，广邀文化旅游领域专家学者

与当地文创产业知名人士，进行乡村文化旅游的长远规

划。坚持因地制宜细化工作，要与附近乡村发展实况紧密

结合，体现本土特色，达到区域资源最优配置。创新文化

旅游体验模式，形成本地特色文化品牌。建议在进行乡村

文化旅游长期规划时，要广泛深入调研，充分掌握游客与

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与期待体验，结合当地产业文化特点，

创新文旅设计模式，发挥创意，结合年轻人较为喜欢的民

宿、田园观光、美食等，逐步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在游客

与消费者之中留下口碑，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加大

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提升乡村公共旅游服务水平。完善公

共卫生间、周边民宿、餐饮、展览馆、停车场等公共配套

设施，以游客消费习惯为依据，建设商场、超市、小吃摊

位聚集区，在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为消费经济提

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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