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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注人民精神世界需求，努力把发

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促使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个人

素养品质得到提升。同时，农民也积极将个人价值与社

会价值相结合，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前途相贯通，积极为

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全媒体时代乡村振兴面临挑战

全 媒 体 时 代 ， 新 媒 体 应 用 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带 来 机

遇，促进农产品宣传，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村现

代化建设。同时，全媒体时代农村建设还面临一系列挑

战，农民畏惧媒体、不恰当使用媒体，顶层设计与基层

实施存在偏差，城乡人才分布不均。

（一）农民思想具有根深蒂固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农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但其思想长期受到农村“老一辈”的影响，对新鲜事物

及高技术产品抱有畏惧心理和怀疑态度，不能正确认识

新鲜事物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农 民 传 统 思 想 具 有 相 对 顽 固 性 。 自 古 以 来 我 国 以

农耕为主，形成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

式。农民在长期耕作过程中积累丰富的耕作经验，拥有

较富足的生活保障，形成了“舒适圈层”，这也导致人

员流动性减弱，形成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

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

长 期 形 成 的 “ 靠 山 吃 山 、 靠 水 吃 水 ” 的 生 产 模 式

促使广大农民依旧保留原有状态，不易改变，进一步影

响着全媒体时代的我们。在农村，农民普遍畏惧网络，

不会利用高科技进行生产、销售；还有农民因为资金、

家庭地位等原因不易做出改变，必须按照传统模式生产

生活；少数人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实现了农村中的

“部分富裕”，随后转入城市发展，这些都是影响农村

建设、发展的现实性因素。

（二）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矛盾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健全、不充分导

致农村空心化严重，制约农村经济持续性发展。为更好

促进乡村振兴需要精准制定方针政策，加强顶层设计，

准 确 认 识 农 村 实 际 发 展 情 况 ， 明 晰 农 村 为 什 么 需 要 建

设、哪里需要建设及如何建设。

全媒体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顶层设计

不能实际、全面地认识乡村问题，缺乏整体利益认知，

一味博取流量，企图实现“网红效应”，甚至出现媒体

泛娱乐化现象，无法制定出符合乡村实际发展需要的方

针政策。同时，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实施不

当、用力过大的现象，未能真正落实。

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之间需调节好、协商好。按照

顶层设计发展社会模式，减少二者间分层、偏差。政策

制定应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符合农村真实发展的需要，

扎 根 于 农 村 、 服 务 于 农 村 ， 处 理 好 区 域 之 间 、 部 门 之

间、乡村带头人同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顶层设

计和基层实施之间的差距。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到正确制

定、精准实施政策，务必按照“设计”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三）城乡人才分布不均

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出现显著变化，即大量青壮年

进城务工经商，积极寻求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然而，

中老年人在年龄、体质、技能方面缺少比较优势，选择

继续留在农村耕种，形成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庭结

构，对农村乃至当代中国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进入

红利期，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而选择留在农

村继续耕作生产的劳动力大幅减少，再次拉大城乡之间

差距。然而，对于刚步入全媒体时代的农村来说，在建

设过程中缺少技术人才、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并不能充

分利用媒体发展农村、振兴乡村。同时，乡村振兴事关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光靠农民

发挥作用远远不够，需要联合多元主体，特别要重视农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目前农村

组织形态尚未激活集体和农户两大主体，不能实现全方

面、多主体的振兴乡村。

全媒体时代乡村振兴优化推进

在 这 个 “ 人 人 都 有 麦 克 风 ” 的 时 代 ， 需 要 高 度 重

视媒体作用，把握住机遇，应对好挑战，在危机中育良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国家层面：正向引导与政策支持

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三

农 ” 工 作 ， 出 台 一 系 列 方 针 政 策 ， 赋 予 农 村 建 设 新 定

位 ， 并 将 其 上 升 到 国 家 战 略 高 度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将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 三 农 ” 政 策 界 定 为 “ 乡 村 振 兴 战

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积极兴旺产业、拓宽就

业，打造幸福新农村。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媒体平台的完善，新媒

体成为信息传播、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媒体促进文化

传播、民心沟通、社会进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充

分利用媒体宣传主流意识，打击虚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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