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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乡村振兴

各地的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神话传说、风土民情等乡

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为音视频、文字、图片等资料，打

破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使人们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学

习、认同源远流长的乡村文化；精准捕捉农民的文化需

求，始终围绕“三农”主题创作影视剧、纪录片、专题

综艺，制作节奏欢快的短视频、可爱有趣的动画短片、

激发斗志的知识竞赛实现乡村文化的“破圈”，打造文

化传播的全新模式，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同时，始终坚持主流价值基调，加强网络文化监管，辨

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自

觉抵制糟粕乡村文化，全面驾驭数字文化资源，为乡村

文化深入发掘和广泛传播打造精神宝库。

结　语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是活化乡村文化资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数字乡村、实现

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路径。在新时代，将数字技术融入乡

村文化振兴，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强化文化传播力度，

优化文化资源供给，从而守护乡村文化根基，实现文化

产业转型，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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