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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以衡东县为例 

周芝雅
1
 

（中共衡东县委党校，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是

重要支撑和保障。与乡风文明有关的各项工作各地都在紧锣密鼓抓紧落实。针对近年来衡东县乡风文明建设中出现

的问题和困难，笔者开展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专题调研，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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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是重要支撑和保障。近年来，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我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乡风

文明建设亮点频现，主要情况如下。 

1 我县乡风文明建设的现状 

1.1村庄管理和谐美 

积极开展“三严三实”“三联三创”活动，认真落实“一事一议”、村务公开制度，使村务管理更加民主。开展农村安全

示范公路建设，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控规拆违工作责任机制，规范建设规划秩序。深入开展“大调研”“大排查”“大接

访”“大化解”四大行动活动，成功化解了一批信访积案，化解了大量信访突出问题，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大力加强农村公

路的安全建设，护栏、斑马线、警示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得到完善，改建农村安全示范公路 138 公里。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实行农村集体聚餐报告制度，成效明显。加大对违章建设的打击力度，规范建设规划秩序，提高了村民依法建房意识。 

1.2村容治理生态美 

我县大力保护、培优生态环境。2017年全年完成荒山造林 7.13万亩，通道绿化提质 592.7公里，实施了森林禁伐三年行动，

目前，我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 52.7%，森林蓄积量去年增长了 4%，达到 275.57万立方米。我县在全国林业信息化应用率测评

中获得了全国县级的第一名。退耕还林还湿地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湘江流域建设面积达到 748.5 亩，2017 年建了新塘、杨林

两个湿地保护管理站，我县代表衡阳市接受省里检查获得好评。洣水湿地公园各项指标达标，于 2018年评为国家湿地公园。完

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乡村公路窄路加宽工程，240.7 公里窄路加宽，甘溪罐区东风干渠全线硬化，改造危桥 11 座。

目前，我县有潭泊、岭茶、青鸦等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还有全省“最美文化传统村落”南湾村以及全国文明村马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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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环境综治生活美 

农家门前有花草，干净村庄美如画，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让我县农村环境变得更美。环境治理重点整治了 53个村，全县

有 429.6 公里乡村小道采用市场化保洁。所有乡镇、村都组建了专业环卫队伍，配备了保洁人员，有的村还经常发动村里的党

员打扫、处理垃圾，做义务劳动。每个村民小组都建了垃圾集中收纳池，每户张贴清洁卫生等次牌。有效防治生活油烟、淘汰

燃煤、机动车尾气、企业排放、油气回收和建筑道路扬尘等，PM10、PM2.5得到较好控制，年度减排任务圆满完成。我县实行“河

长制”，成立了河道管理联合执法大队，来加强河岸、河道整治，取缔了洣水流域 5 处 7 个非法采砂码头，关停洣水流域污染

企业 5家，拆除河岸 1千米范围内的养殖场 47家，在湘江、洣水沿岸设立禁养区。投入上亿元资金保护湘江、洣水，湘江、洣

水水质提高，水上栖息的动物种类越来越多。在乡镇建立污水处理厂，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1.4宣传引导氛围美 

通过衡东电视台、衡东广播电台、“村村响”工程、广告栏、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村

规民约”等引导村民传承尊老爱幼、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开展“我为衡东添光彩”微宣讲活动，用本

土的历史文化、身边的感人故事来宣传教育群众，弘扬社会正能量。老百姓的获得感大力增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文明乡风，我县开展了一系列评选活动，如“最美家庭”“最美湘女”等评选活动。 

1.5文体活动风尚美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村级农家书屋普及率 100%，共 561 家，每年财政配送 600 元书籍至各个农家书屋。建成农村文化广场

达标率达到 70%。大部分村都配备了健身器材、篮球场和乒乓球台。规范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引导和带动村民以村组、乡

镇为单位组建腰鼓队、合唱团、龙狮队、广场舞队等各类群众文艺队伍。2018年放映乡村公益电影 7000余场。成功举办两届“最

美家庭、最美湘女”评比活动，土菜文化旅游节、衡东乡村生态旅游文化节等活动，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积极

开展“三严三实”、“三联三创”活动，认真落实“一事一议”、村务公开制度，使村务管理更加民主；通过规范红白喜事的

管理，有效遏制了铺张浪费、封建迷信活动，今年中元节，南湾乡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积极引导村民文明祭祀，村民

的祭祀活动由“繁”变“简”。 

2 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乡风文明是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我县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2.1陈规陋习顽疾尚存，乡风文明建设仍任重道远 

据调查走访，我县农村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尤其是离集镇较远的村，农民闲暇之余打牌赌博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且还有个

别贫困户不搞生产，以打牌赌博为业。“大操大办”的风气也尚未彻底消失，部分家庭办丧事比谁办的天数多，少数村民过年

过节时比谁的烟花放得多。好吃懒做，对打牌赌博存在侥幸心理，“大操大办”引起攀比浪费甚至有时打肿脸充胖子，这些陋

习及不良心理严重制约乡风文明建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究其原因，陋习背后的主导是思想观念的固化，思想不转变，行为

习惯就不会改正。还有个别基层领导干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认识不够，觉得这些是务虚的东西，只有发展产业、振兴经济才是

乡村振兴的要务，对乡风文明建设只号召，不落实。有的村组干部、农村党员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带头转变，对一些“大操大办”、

互相攀比的行为习以为常，不加以制止，甚至有的党员干部自己带头铺张浪费，与村民比排场。有的农村牌馆就是村干部的亲

戚经营的，一定程度助长了打牌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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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础设施利用不足，乡风文明建设与村民需求尚不匹配 

尽管大部分村都建有村级活动场所，配备了了农村书屋、党员活动室、远程教育室、广场等，但有些村并没有按要求配备

文化设施“七个一”，而且真正来这些活动场所活动的村民并不多，现有资源的利用率不高。适应村民受村民喜欢的乡风文明

传播形式尚需探索。这主要是由于合乡并村，经济落后，乡镇宣传教育不到位，一些干部还停留在过去的眼光等原因造成的。

近年来农民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趋同于城市化生活，而一些乡镇干部还停留在过去的眼光，农村图书室多是种养殖书，

大舞台多是样板戏，实际上一些受过教育的村民非常想看文化社科方面的书，宣传部放映过几次最新上映的电影，是非常受村

民欢迎的。 

2.3村民习惯仍需改进，乡风文明缺乏必要前提 

当前农村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但人们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观。健康的生活习惯没有与舒适的生活条件相伴而

来，垃圾随处堆放、生活用水随意排放、公共区域卫生脏乱成为影响村容村貌的新问题。如在一些村级主干道上有专门人员定

时清理，但垃圾乱扔现象仍然不能断绝。少数垃圾堆积点气味难闻，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整治不容懈怠。另外部分广场晚上跳

舞、唱歌高分贝噪音突出，住在附近村民苦不堪言，但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提出。这主要由于宣传教育作用发挥不够深入，示

范带动引领作用还不强。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等要比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难得多。 

2.4农村人口结构改变，乡风文明缺乏建设主体 

随着交通信息的日渐发达，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经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幼”。村民们通过外

出打工增加了收入，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给农村当地带来了一些困境。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薄弱，乡风文明建设没有大

量的村民来推动。我国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57%左右，每年新增城市常住人口 1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城市化进程仍然会持

续二十年以上，农村空心化仍会持续。 

2.5乡规民约流于形式，乡风文明缺乏推动力量 

农村“一核五会”（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村民议事会、村级红白喜事理事会、村级乡贤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妇女联合

委员会）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个别村各项乡风文明相关的制度健全，但仅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流于形式，

效果不明显，作用发挥有限。与乡风文明相关的一些工作，一级一级布置下来，仅靠村一级的干部去推动，并没有真正落到实

处。村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也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从上到下的最后一公里还没有打通。 

3 推进我县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些思考 

乡风，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地方的民风、社会风气。乡风，有历史传承，也有推陈出新。乡村振兴战略每一项目标要实现都

要求要有好的民风作为保障。民风顺，百业兴。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针对我县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

点思考： 

3.1坚持文化引领，推动“以文化人” 

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搭建三大平台，繁荣乡村文化，初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一是以农村文化广场为载体，

建设乡村大舞台，丰富文化生活。比如组建文艺宣传队、理论宣讲队、广场舞队、腰鼓队、龙灯队和民间文艺社团，常态化开

展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娱健身活动，引领农村文明新理念，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二是以衡东本土资源为依托，构建浓厚的

本土文化氛围，塑造群众文化品牌。比如衡东是罗荣桓元帅故居，我们大力挖掘本土红色革命文化，罗帅故居正积极创建 5A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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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力弘扬革命文化。此外，衡东县文化底蕴深厚，是剪纸之乡、诗词之乡、印章之乡、皮影戏之乡，民间艺人遍布各个乡

镇。为了将这些民间技艺传承下去，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措施引导年轻人向这些艺人拜师学艺。三是建设艺术家管所，打造群

众文化艺术高地。比如衡东建成的陈少梅美术馆，举办了开馆暨全国名家画展文化艺术节，举行了开展仪式、文艺演出、“文

脉相传·文化衡东”主题书画剪纸摄影作品展、“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巡展、首届“陈少梅杯”青少年

书画大赛、陈少梅美术馆艺术光影秀等活动，提升了群众的文化品位，挖掘了本土文化底蕴。 

3.2强化道德引领，推动移风易俗 

把移风易俗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要充分发挥榜样和模范的引领效应，紧扣群众“身边人”“身边事”，

开展“道德模范”“文明户”“清洁户”等评选表彰活动，把先进典型选拔出来、树立起来，找准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再

以点带面，全力推进，以此形成崇尚道德模范、学习先进典型、助推文明新风的社会氛围。二是要修订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不

要假大空，而是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易于落实。组建红白理事会，完善氏族家训，大力倡导节俭理事、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远离封建迷信和“黄赌毒”，让村民在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中破除陈规陋习。三是要多元参与，

政府、党员干部、先进模范都要参与进来，以政府为主导，加强乡风文明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用身边的好人好事去感动人，党

员干部带头转变观念，树立典型示范带动。还可把乡风民俗纳入乡、村的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工作考核。 

3.3完善文娱设施，推动文明教化 

全县要以乡风文明建设为载体，努力在“生态、绿色、发展”上做文章，扮靓乡容村貌，推动文明教化。一是完善村里的

基础设施，完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的建设，尤其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基础设施的作用，用好村级各类活动

场所，采用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村民的思想觉悟，充实村民的精神生活。二是要构建

乡风文明阵地建设长效化。把乡风文明建设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补齐村容村貌“脏乱差”、农村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乏力、贫困现象等短板，为乡风文明筑牢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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