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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数字技术的兴起改变社会发展模

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乡村文化振兴则是

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

化振兴是当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有助于改善乡村精神风貌、弥合城乡数

字鸿沟、实现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时代机遇，具有极大时代价值和研究意义。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逻辑

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使当前社会迈入数字化时代，

数 字 技 术 成 为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的 重 要 推 动 力 和 关 键 着 力

点。在信息化、交互性、沉浸式的数媒时代，两者融通

联结已经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导向和前进方向。习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乡村文化振兴既为乡村振

兴注入活力，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

实基础”，[2]而“建设数字中国”则是新时代推进教育数

字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

文化振兴是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

（一）乡村文化振兴为数字技术提供强劲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

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3]乡

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在数媒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重视

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振兴，而应更加侧重于乡村文化

与乡村经济的同频发展，强调乡村文化的入心见行。

乡村文化振兴在传承乡村文化的过程中，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探索

文化产业新模式，打造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新业态、创

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提升农民、个体户、小微企业等

创业主力军的数字信息素养以及挖掘数字技术赋能文化

振兴的能力，利用短视频平台宣传、推广优质农产品、

优美乡村风光和深厚乡村文化底蕴，为乡村文化振兴培

养 具 有 数 字 技 术 和 信 息 意 识 的 新 型 乡 村 人 才 和 职 业 农

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奠定更

为庞大的人才基础和使用群体。[4]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

振兴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数字基础设施不完

善、商业化开发程度较深、乡村文化振兴参与度低等。

因此，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拓展其内涵与外延，提升

村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使其树立正确全面的数字化认知

理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强化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认同

感和需求性，引导广大村民主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

字化手段发掘、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以振兴需求推动

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和高效适配。

（二）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振兴创造崭新模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1]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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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现代化发展具有极大的数字赋能空间，数字技术赋能成为乡村文化持续发

展和全面振兴的动力引擎和重要支撑。以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数字孪

生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与以地域性、历史性、多样性为显著特征的乡村文化具

有内在关联性。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数字乡村战略”的出台，为弘扬优秀乡村文化、发

展数字文化产业、培育优质乡村人才、打破城乡文化壁垒提供时代机遇，为建设数智

化、现代化、多元化的新式农村发展模式提供路径参考。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丰富乡

村文化历史底蕴，突破乡村文化传播困境，推动乡村文化多元融合，助力乡村经济繁荣

发展。运用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提高文化主体数字素养、拓展数字技术嵌

入领域、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供给，释放数字赋能的潜在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