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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力-创新力-融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关系

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体现，中

国式现代化又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建设指南，两者之

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方向指引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 实 现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其中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内含着人民精神富有之义。同时，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些反映了

人们对精神文化的不懈追求，也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

系统性、全面性。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承载

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具体体现就是要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

迁、由农业向工业转变，农村在社会发展的链条上渐趋

落后，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薄弱地区和制约现代化发展的

突出短板。由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农业农村

一改往日的颓败，朝着更高、更强、更加现代化的方向

转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便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

农业强国的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 [1]“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乡村振

兴”等作为乡村繁荣兴盛的一体多面，直接决定了乡村

文化振兴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乡村文化多元化发展。现代化体

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传统向现代

的转变。从转变过程来看，复合性、多样性是现代化的

应有之义，是推动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路径。乡村不论从

分布、数量、种类，还是从资源要素的丰富性等角度来

看，都为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奠定了雄厚基础，为乡村文

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乡村文化的多元多样，

可以有效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促进乡村文明健

康发展，而文化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则阻碍现代化进程的

顺利推进。乡村文化作为乡村产业、人才、生态、组织

振兴的精神力量，需要最大程度发挥文化的现代性、先

进性作用，契合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新格局构建

的需求，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质效，补齐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进程中的短板弱项。

（二）乡村文化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植根的沃土，承载着中华文化

传承发展的基因密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

精神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中国大地上自古以来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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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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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则是推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文化有着高度耦合关系，两者相互

依赖、协同协作，为探索乡村文化振兴新路径提供了方向指引。但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的具体实践中，还面临着乡村文化振兴主体上“内力”和“外援”不足、内容上“千篇

一律”、形式上重塑形轻铸魂等制约。因此，围绕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矛盾问题，提高乡

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创新力”“融合力”，从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激活乡村文

化生命力。

Ａ

◎山东省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课题“新时代以来山东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研究”（项目编号：2022XTN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