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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乡村文化底蕴、塑造乡村文化形象以及刺激经济增长

的显著作用。然而，在当前环境下，文化产业在乡风文

明建设中亦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市场拓展困难，流

通渠道狭窄，产业风险较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缺乏

经营理念和商业化的运营模式，面临财政投资、市场开

发、资本运作等多重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文化产业发展

受限，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

沂蒙精神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历经长期的革命斗争，沂蒙地区塑造了一种独具特

色的农村乡风文明，其中凝结了众多成功经验。

（一）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乡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是 沂 蒙 地 区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方面。该地区着力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通过培育

和发展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巩固乡风文明的建设根

基。例如，沂蒙地区的蒙阴县开展了“红色雷锋学堂”

活动，旨在激励乡村青年学习雷锋精神，将雷锋精神付

诸实践，从而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该活动以每周一次

的集中学习形式，引导乡村青年深入学习雷锋的先进事

迹和精神，鼓励他们以雷锋为榜样，积极投身于乡村社

区服务和公益活动中，进而促进乡风文明的发展。同时，

学堂还设立了优秀学员奖，每月评选出一名优秀学员，以

此激励更多的乡村青年积极参与到乡风文明的建设中。这

些活动的开展，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为乡村精神文明

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助力乡风文明建设更上层楼。

（二）加强乡风文明宣传教育

乡 风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是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途 径 。

首先，沂蒙地区重视乡风文明的宣传普及。通过乡村电

视台、广播等媒体播放乡风文明宣传片，创作儿童故事

书籍，以及组织文艺表演等活动，将正确的乡风文明价

值观传递给乡村居民，引导他们培养正确的文明观念和

行为习惯。其次，沂蒙地区积极推进乡风文明的教育引

导。通过开设“道德讲堂”“法律进村”等讲座形式，

向乡民普及道德法律知识，教育他们增强法治观念，树

立 守 法 意 识 ， 自 觉 遵 守 法 律 法 规 ， 规 范 自 身 行 为 。 例

如，沂蒙地区胡阳镇北尹社区举办了一场“文明公益进

农村”讲座，针对村民普及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方面的知识，通过讲座的形式，向村民普及法律

常识，解答他们关注的法律问题，从而提升乡民的法律

意识和自我规范能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

（三）鼓励乡风文明实践创新

乡 风 文 明 实 践 创 新 是 推 动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的 关 键 环

节，也是实现其成功的关键经验之一。首先，沂蒙地区

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管理模式的创新。通

过引入社区管理、居民自治等管理模式，激发了乡民的

主动性和创造力，使得乡风文明建设从“被动参与”转

变为“主动参与”，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

中来，共同策划和实施文明行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步

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6]其次，沂蒙地区积极推广科技手

段，提高乡风文明建设的创新水平。以“互联网+”为引

领，沂蒙地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和推广一些

与乡风文明建设相关的手机应用、网站和社会媒体等新

媒体平台，方便乡民们进行文明行为的查找和展示，引

导他们更好地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来。例如，沂蒙地

区东蒙镇引进了“文明之星”评选活动，通过使用互联

网技术进行文明行为的晒单和投票，鼓励和表彰乡村居

民的文明行为，该活动通过手机APP等方式，使每个乡村

居民都能参与到文明之星的评选和推选中来，进一步推

动了乡风文明的发展。

沂蒙精神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探析

在现今的乡村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借助沂蒙

精神的理念，将其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创新、传承、发扬

和实践的核心思想，以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进展，让

这种精神助力我们构建一个更为文明的乡村社会。

（一）以沂蒙精神为引领，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首先，在乡村中倡导沂蒙精神。乡风文明建设应以

沂蒙精神为指引，深度挖掘沂蒙地区的本土文化，使乡

村文明建设富含沂蒙特色。通过举办各类文艺表演、文

化活动等途径，展示沂蒙人民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唤起乡民们的自尊心和归属感，提高他们对乡

风文明建设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其次，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与教育，提升他们的服务

与治理水平，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共

同打造和谐的乡村社会环境。[7]最后，强化道德培养和社

会公德建设。在推动乡村文明新风尚的过程中，积极宣

扬道德榜样和感人故事，激发乡民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

和行为；加强家庭和学校教育，通过举办各种道德讲座

和讲故事活动，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

范，培养他们感恩、守纪、尊重他人等良好品质。

（二）以沂蒙精神为动力，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首先，构建文化平台，塑造乡村文化特色。激励乡

村居民自发组织文艺表演、展览等活动，充实乡村居民

的精神生活；同时，深挖乡村资源和特色，塑造乡村文

化特色，激发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动力。[8]其次，培育文化人才，增强乡村文化创

乡村建设丨Rural  Construction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