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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以嘉兴市秀洲区为例 

周静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和基础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嘉兴市秀洲区位于长三角中心位置，自古以来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生活富裕，

人文优厚，是马家浜文化、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在这里，流淌千年的运河带来了物质与精神的繁荣，吴越交界之地

带来了人文传统的兼容并蓄。进入新时代，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面临着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新使命，如何

按照“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走出一条乡村精神富有、文明和谐、文化兴盛

之路。 

一、近年来秀洲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在秀洲，很多村民对村里的古树、老宅、古迹都视若珍宝，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颇高，传统民俗已经成为血液中流淌的基

因，有不少从民俗中脱胎而来的非遗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探索： 

（一）加强整体规划和制度建设，乡村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 

1.加强整体规划。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8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为王江泾镇长虹桥；省级

文保单位5处，分别为王店米厂苏式圆筒粮仓群、朱彝尊故居、吴家浜遗址、鱼池汇桥、皇坟山墓群；市级文保单位13处；文保

点84处。秀洲区加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顶层设计，研究编制出台《秀洲区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人文秀洲”发

展规划（2018-2025）》，高标准谋划秀洲今后一段时间文化发展蓝图。 

2.建立文化专家库。在全省率先成立秀洲区委文化顾问团和驻镇文化策划师团队，聘请了十名嘉兴市关于文化方面的专家

担任成员，在城市建设、美丽乡村、文脉传承、文化研究方面开展工作，为城乡建设注入人文气息。 

3.注重精神引领。制定出台《秀洲农民画画乡建设规划（2016－2020）》，对画家队伍建设、产业化发展途径等进行了明

确。以江南特有的端午文化、运河文化等为主题主线，开办非遗传习班、建设非遗展陈馆、拓展非遗体验、对外文化交流，推

进农民画、网船会、灶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开展新塍历史街区、王店镇曝书亭、王江泾镇周相公庙桥等文物保

护修复工作。 

（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文化礼堂作用发挥日趋显现 

1.加快建设进度。2013年起，秀洲区开始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截至2017年，全区共建成符合省级标准的农村文化礼堂

62家，占农村总量的54.9%，而到2018年底，这个比例达到85%。 

2.加强管理力度。建立了一支由5名文化下派员+113个文化专职管理员队伍组成的文化工作人员队伍，扎实推进“建、管、

用、育”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化文化礼堂“6+X”运行管理长效机制，将全区文化礼堂从规划选址、管理制度、团队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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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作用发挥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3.拓宽文化服务广度。以项目化的总体思路，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推进区文化馆驻镇工作室等10项公共文化

服务创新项目，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 

（三）精神文明建设以“德”为先，乡风文明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1.开展全域文明创建。以城市示范带动城镇、乡村的文明创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目前区级文明村78个，市级

文明村20个，省级文明村8个，全国文明村3个，区级文明社区13个，市级文明社区2个，省级文明社区2个，全国文明单位（社

区）1个。 

2.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截至2017年，全区共推荐全国、省、市、区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道德人物共324人（例）次。创

新推进“道德模范”及信用农户信用贷款激励机制，推出“文明贷”“道德贷”“信用贷”和“志愿贷”，截至目前，“四贷

一体”好人激励机制已累计授信约1.2亿元，发放各类贷款8519.5万元，惠及好人630余户。 

3.推动移风易俗。注重发挥家风家训在农村移风易俗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王店镇建林村、庆丰村，“仁爱、仁义、仁和”

“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等一幅幅以家风家训楹联引人瞩目。实践证明，乡村礼仪、乡村记忆馆、村晚等集体

参与项目在活跃乡村文化生活中，对于引发村民公共意识、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传承乡贤文化。乡贤拥有贤德才学、受人推崇敬重，他们感染和教化百姓、滋养和润泽乡风。新塍镇天福村建立乡村工

作协会，将村内乡贤悉数纳入，大事、小事由乡贤共同出力，弘扬现代文明风尚。油车港镇建立张绍忠纪念馆、龚宝铨家风馆，

用历史名人的刻苦研学、追求真理的事例激励现代青少年。新塍镇出版《新塍世纪名人录》，记录了1900年到1999年这一百年

间出生的131位新塍籍著名人士的生平事迹。 

二、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文化振兴思考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中，无论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还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离不

开文化的支撑。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明确乡村文化发展方向，打造有灵魂的文化振兴 

1.乡村振兴首先是思想振兴。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秀洲区人文传统进行紧密结合，秀洲区已经推出农民画话核心价

值观、农民画话文明等一系列主题图库，要进一步挖掘现有的题材和宣传方式，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要广泛宣传，提振文化自信。大力宣传党的乡村振兴方针政策和秀洲区已有的丰富实践，振奋基层干部群众精神吸引农

村青年、社会各界能人和各方力量投向乡村。3.要讲好乡村故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进行情感教育、价值观教育和优秀历史传统教育，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二）以文化修复为载体，明确乡村文化发展独特基因，打造有内涵的文化振兴 

1.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要加快推进对运河文化、吴越文化等最能代表秀洲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深入挖掘；要加大对传

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力度，对散落在农村的传统村落要尽可能保留，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要积极依靠这些散落的“珍珠”，

提升传统村落的颜值和内涵，使之成为吸引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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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活化与传承并行。要加快制定出台相关政策，特别是加大对秀洲农民画的理论研究和市场机制探索，支持文化资源由

静态保护向开发利用的转变，促进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使历史文化真正成为支撑秀洲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财富。 

3.队伍建设与机制建设要同步。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城市建设、功能优化、文化展示等内容，要充分挖掘乡村

农耕特质、地域特点的文化遗产，让固态、活态的乡土文化不断外化并传承下去。 

（三）以乡风文明为保障，明确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打造有品位的文化振兴 

1.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阵地作用。进一步发挥礼堂的文明教化作用，将家风家训、孝老爱亲、俭以养德等文明教化的内容

通过群众乐见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方式传播出去。进一步发挥礼堂的文化聚合作用，加大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开展具有乡土气

息的文艺作品创作。 

2.充分发挥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要正确认识、充分理解乡贤文化所具有的人文道德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挖掘和

发挥乡贤文化的巨大潜力与积极作用。 

3.充分发挥群众德治的自律作用。完善道德评议机制，使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探索实行道德激励积分制，以家庭为单

位建立道德激励机制，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四）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出发点，明确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体系，打造有质量的文化振兴 

1.制度支撑。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四纳入”工作机制，即将乡村公共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布局、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以提升各级党委、

政府，尤其是村、社区一级领导班子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2.产业支撑。注重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助推作用，促进生态文化旅游优势叠加，融合发展。深入开发乡村节日和传统习俗，

将传统农耕节日打造成为游客体验当地文化的项目，以此提升人气和乡村旅游的质量。 

3.人才支撑。要像重视科技人才那样重视乡土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统筹建立区域文化人才引进、培育、激励制度，

把具有专业特长、热爱乡村文化事业、业务素质高、甘于奉献的优秀人才吸收到文化战线，鼓励和扶持本土文化传承人、民间

文艺团体、草根艺人等队伍的发展。 

（五）以群众主体为落脚点，明确乡村文化发展的人本原则，打造有获得感的文化振兴 

1.要立足群众需求，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嘉兴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优势，针对乡村现有文化设施

简陋短缺、总体水平低及利用率不高的现实问题，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差什么改什么的原则，加快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进

一步提升建设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 

2.要倾听群众要求，创新文化供给方式。要积极转变思路，认真研究目前文化供给中的结构不均衡问题，要坚持政府主导，

全面落实乡村文化设施运行管理经费；要提高保障标准和水平，按一定比例将其列入镇级财政预算，使乡村文化设施物尽其用。 

3.要树立群众文化自信，激发以文化人的功能。加强对乡村优秀文化的整体宣传，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

求宣扬出来，进一步凝聚乡情、乡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动员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用积极、向上的文化

活动来展现当代农民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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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嘉兴市秀洲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