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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设传统文化示范村。以特色助推产业兴旺、

保护打造宜居环境、治理塑造文明和谐、奋斗创造生活富

裕为目标，突出一村一方案，一村一品味，着力创建一批

“两创”乡村示范点。围绕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传统村

落、历史文化名村等，探索跨村联建、资源共享等新时代

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多渠道吸收借鉴具有典型性的文化遗

产经验，以点及面逐步带动不同地区传统文化遗产整体性

发展。 

（三）打造特色文化产业

“两创”赋能乡村振兴，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是抓手。

要活用本土特色资源，将农村地区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乡土

情怀融入文化品牌、文旅体验、非遗工坊之中，加大文化

要素与产业耦合力度。

首先，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乡村蕴藏着绚丽多彩的

文化资源，如古朴古雅的乡村建筑，独特韵味的服饰、食

品、器具、艺术品等，依托多种方式融入市场，把文化资

源的精髓转化为独具特色“文化牌”，实现文化资源向文

化品牌的升级。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结合，打造农耕文

化品牌；乡村非农特色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打造乡村

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非遗文化品

牌；以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打造历史文化品牌、红色文化

品牌。

其次，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乡土文化是本乡本土发

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展起来的带有浓郁当地特色的文化，

是打造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资源，必须善加利

用。”[6]将乡村的农耕活动、自然景观、农业文化遗产、

特色民俗村落、文物古建等文化资源纳入乡村旅游系统工

程，助推乡村文旅纵深融合。立足特色乡村文化，结合现

代科技，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把乡土文化创意内容转

化为别具一格的农业景观旅游项目。将乡土文化资源与周

边田园环境优化结合，合理利用资源，以乡村旅游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业态。打造各类乡村民

宿，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四）激发数字文化活力

“两创”赋能乡村振兴，数字文化是“催化剂”。要

把握好信息时代的发展契机，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持续

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叙述方式，建立多维立体的传播

模式，让乡村振兴焕发文化新光彩。

首先，推动文化活态传承。科技赋能“两创”将迸

发出全新生命力。着力打造乡村数字文化生态，营造沉浸

式乡村数字文化场景，更生动、更直接地呈现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乡村居民的参与感和互动性的同时拉近乡村居民

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构建数字化信息内容平台，数字

化采集和存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动态画作、电影、

直播、短视频等传播新形态与AI、VR、AR等新技术相结

合激发文化创意“活水”，构建全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数字

化传播生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活态传承。

其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公共文化服

务是维护、发展、实现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重要基础。一

是普及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加大公共文化数字内容供给，

加快形成全国文化数据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为乡村建

设提供更多的数字文化资源。二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实效

性，以文化信息服务平台为基础拓宽服务覆盖范围，促进

惠民应用落地生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同时激发服务

乡村的主体性。三是以数字技术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有

机融合，探寻弘扬社会主流文化的多元途径，推进公益电

影、智慧广电、文化书屋的数字化建设，加速乡村振兴迈

向新进程。

结　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塑性，也要铸魂。“两创”

赋能乡村振兴，不仅能聚焦多方机遇，还能为农村发展注

入强大合力。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挖掘“两创”深厚价

值，繁荣更多铸魂工程，绘就更加绚丽美好的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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