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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强化对乡村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通过实施文

化活动培训、设立文化创作竞赛等手段，激发和促进乡

村居民的文化创新力；主动吸引专业文化工作者和文化

团队，凭借其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提高乡村文化的品

质与层次。最后，强化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为乡村文化

的兴盛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政府制定相关政

策，激励和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例如提供资金扶持、

减免税收等措施，加大对乡村文化的引导力度，组织专

家学者指导乡村文化活动的策划和组织，确保乡村文化

发展遵循正确的方向。

（三）深化沂蒙精神内涵，创新乡风文明建设路径

首先，沂蒙精神作为深化乡风文明建设的基础，以

勤劳、朴实、团结、拼搏为核心价值观的沂蒙精神与乡

风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契合。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过程

中，弘扬沂蒙精神将引导乡村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升道德品质，培养诚信意识，并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

感和集体意识。其次，注重实际情况和科学规划。沂蒙

地区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这决定了在进行

乡风文明建设时，必须制定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路

线 。 为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 借 鉴 先 进 的 管 理 经 验 和 科 学 规

划理念，以指导我们规划出一条科学可行且符合乡风文

明建设需求的路径。最后，关注乡村创新精神和创业环

境的培育。重视乡村创业环境的培养，涵盖优秀人才培

养、创新创业支持机制、优化商业环境以及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如此，方能吸引更多人才和创业者参与

乡村建设，持续激发乡村活力和创造力，助力乡风文明

建设迈向新高度。[9]

（四）践行沂蒙精神，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首 先 ， 致 力 于 塑 造 乡 村 文 明 风 尚 。 借 助 沂 蒙 精 神

的传承，促使广大农民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念，推崇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规范，倡导文明的社会

交往方式与生活习性；通过策划实施文明乡风的宣传教

育活动，增进全体农民的文明意识与道德观念，提升社

会文明素养。其次，重视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充分利

用党组织的领导优势，构建完善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服务，提升乡村

社会文明建设水平。[10]通过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完善

村规民约，建立村民自治机制，以提高自治能力和内部管

理水平；落实法治理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乡村社会秩序稳定。最

后，致力于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推动农民思想道德品

质的提升与价值观的革新，通过举办宣传教育活动，加

强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例如，在重大节日与纪念活动

中，弘扬爱国主义情怀与集体主义精神，传播正能量；

实施主题教育，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环保

意识等方面的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与科学修养。

“ 沂 蒙 精 神 ” 作 为 我 国 的 宝 贵 财 富 ， 是 一 种 卓 越

的文化标志，在当前的乡村文明建设中依然具有深远意

义。我们应当积极推广和普及这一精神，将其融入到乡

村 文 化 、 公 共 事 业 、 产 业 发 展 以 及 城 乡 融 合 等 各 个 方

面。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乡村文

明建设的目标，让我们的乡村在“沂蒙精神”的引领下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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