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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加强和改进农村文化活动的思考 

许 晴 

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县委宣传部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等方式，对全县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情况和利用阵地开展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我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情况 

一是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初见成效。全县各镇为满足农民体闲娱乐的需求，开始筹建公园、广场等文体活动场所。到日前为

止全县已有 2 个镇通过了省级“东海明珠工程”验收，4 个镇通过了市级“东海明珠工程”验收。文化阵地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基

层党校、黑板报、宣传橱窗、广播等阵地外，又增加了有线广播电视、成人学校、市民学校、农民学校、村级室内（外）活动

场所和科技文化示范户等。多样的农村文化阵地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为繁荣农村文化夯实了基础。 

二是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为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丰富农村的文化活动，我县创办了为农服务讲师团。从镇团

委、妇联、科协、农技站、文化站、广电站等 13 个单位抽调骨干，就农民急需的知识和关心的热点，精心组织，开展授课、展

览等活动。各镇、社区还纷纷结合实际，建起了各具特色的文体团队，为带动群众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农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坚持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广场文艺汇演、社区联欢与送春联、戏剧和电影下乡等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组织网络规范化、内容特色多

元化、参与对象社会化、表演形式系列化的良好格局。 

二、我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阵地建设还有空自点。各镇文化中心建设离群众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有 2 个镇的文化中心没有达到市级东海明珠工程

标准，科技文化活动室和示范户创建下作需要进一步扩大覆盖而，在提高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针对性上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管理监督机制欠完善。已建的文化阵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利用率低，有限的资源小能充分利用。现有

活动室的管理人员大多是村干部兼职，对怎样管理文化活动室、怎样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缺少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起到组织、

带动群众开展文体活动的作用。 

三是活动开展缺乏活力。日前，大多数的文化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集镇特别是城关镇上，农民真正能够参与的活动还是小

多。基层的文体活动主要还是靠县文体局、各镇文化站组织节目送下去，农村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不多，群众自娱自乐能力较

弱，农村文化活动自转功能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三、繁荣我县农村文化活动的若干设想 

（一）农村文化活动内容设定要体现“三个因” 

一是因地制宜，借力发展农村文化。要充分发挥文化阵地的作用，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在城镇近郊的农村，要依托社区

文化，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文化阵地资源，建立晨练队、篮球队、巧手队、戏曲队等队伍，开展篮球赛、广场文艺汇演等活动，

来推动农村文化；在远离城镇的农村，要依托已建的科技文化活动室和示范户，开展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培训、举办卡拉 OK 赛等

活动，形成村落文化；在企业比较多且企业经济效益较好的农村，要依托企业，选择有一定规模、企业主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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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共建单位，利用企业的文化资源，开展体育比赛、工作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学校周边的农村，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

源，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 

二是因人制宜，满足小同人群的文化需求。针对农村老年人空闲时间较多这一现状，可以创建老年活动室，开设阅览室、

棋牌室、电视室等，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又为老年人提供了相互交流沟通的场所。对青少年，要通过学校、家庭、社

会等多个层而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适时组织开展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适宜其成长的文体活动，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青壮年，把宣传教育科技致富本领放在第一位。对另外一部分

集中在各类企业中的青壮年（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充分利用企业文化资源，丰富其文化活动。 

三是因时制宜，形成四季不断的文化活动。可以根据小同季节女排小同内容、小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可以根据重要的节庆

日设置文化内容，基本做到“月月有演出，月月有活动”。可以根据民间传统习俗来设定文化活动内容，组织开展一些具有传统

文化特色的文化活动。 

（二）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要实施“三个动” 

一是行政推动。要合理规划，强化目标意识。县、镇两级要遵循“整体规划，适度超前，相对集中，量力而行”的原则，

制定一个长期规划，有关职能部门也要制定相应措施，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加大投入力度，强化保障意识。建立以政府

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为辅的投入机制。要骨重长效管理，强化活动开展。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确保文化活动的正常

开展。要建好两支队伍。一支是指导员队伍，下村指导文化下作。另一支是建立村文化管理员队伍。要对他们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队伍的综合索质，努力使两支队伍成为基层文化骨干力量。 

二是群众互动。一方面要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形成台上台下的群众互动。将群众从舞台下的观众转变成舞台上的演员，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群众自身的力录开展形式多样的乡上文化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

加强村与村、村与社区、村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愁合各自的文化资源，实现文化阵地共享、文化人才队伍共建、文化活动共开

展的目的。 

三是氛围带动。通过媒体鼓动，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全县加强阵地建设、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情况，在群众中形成一种期

盼文化活动、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氛围。特别是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要把农村文化活动作为宣传报道的一个重点，设置专题

专栏，介绍各地开展文化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精心设计一些符合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吸引城乡居民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

一方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活动氛围，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以进一步繁荣文化、

发展文化。 

（作者单位；中共海盐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