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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文化供销配送与生活品质提升的研究 

——以绍兴越城区建筑装饰改造为例 

吴益环 丁靡娜 朱成远 孙梦莹 包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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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阐述新农村文化供销配送需求及意义的基础上,分析浙江省沿海、内陆等各地农村发展差异性及

农村的不同文化需求和传递方法,以绍兴市越城区为例,结合当地农村文化需求特色,形成一种在建筑装饰方面的绍

兴特色文化供销配送方法,并展望未来农村文化供销配送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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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农村文化供销配送的意义 

“供销”在传统意义上,指的是供应和销售,传统的方式是自生产方向需求方的单方向销售,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交流中生

产方和需求方的角色将会不断互换,部分农村地区急需文化供销配送,一方面要引入先进的外部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和传承

自身村落的特色文化,因此本文将在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等文化传递到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农村特色的

文化通过基础设施改造、文创物品设计等方式进行对外文化传输。该研究可以让更多的大学生发挥所长,参与到建设新农村中,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更好弘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做到文化自信,并为“乡村振兴”做出努力。 

历史证明,只有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才

能使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名副其实。因此新农村文化供销配送将对我国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2 越城区新农村文化供销的实施方法研究 

2.1浙江省各地农村发展具有差异性 

浙江省地形地势多样,各地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特色发展不同。省内沿海地区例如舟山、台州、温州的沿海地区农村

发展以渔业为主,农村居民常居海边,部分日常出海打鱼;省内内陆地区例如衢州、丽水等地以林牧业、种植业为主,居民日常上

山劳作,依靠林牧和种植为生。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手段和目的,乡村振兴就是为了保持农村传统文化底色。因此新农村文化供销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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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区域的发展状况适当进行精准制定,通过因地、因人、因物制宜的方法达到文化供销的目标。 

2.2农村发展中不同的文化需求与传递方法 

各地农村的发展中,文化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他们需要传承和保护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通过文化

配送进一步学习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某些特色工业的村落,他们需要恢复自然环境的同时,通过文化配送将先进的文化理念

带入村中并通过文化配送向外输送本土的传统工业文化。 

在物联网发达的今天,快递业的发展已经深入乡村,迅速的物流配送能够效率较高的进行物物交换,基本达到满足居民的物

质交换需求。但是对于文化需求急需通过新农村供销文化配送达到内外交换传输的目标。文化供销配送与物质需求传输有着本

质上的不同,文化需求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一种,更多的也体现在文化交换、文化实践和文化传承中。这些方式方法可通过人工

传授,也可通过物体传播、场地装饰、影音录制等进行。人工传授指通过部分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进行合理的语言、肢体等表达

方式,传递文化信息;物体传播指通过一定媒介物进行文化的传递;场地装饰指通过固定的场地进行文化装饰,传递给流动的人员;

影音录制指的是通过播放录制的影音传递在线或者线下传递给观众的文化传递过程。根据不同的农村发展特色,可以进行单一或

者多样的文化供销方式。 

在文化配送内容上,有时也存在着某些与百姓日常生活没能予以有效契合,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与百姓文化爱好需求之间

的某种偏差,因此文化供销配送要更接地气。 

2.3绍兴越城区农村建筑装饰中的文化供销配送 

对于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的文化古城,文化供销配送不应仅仅体现在文创产品的设计和供销,更可以体现在建筑装饰上。在

“乡村振兴”改造及文化供销配送的需求之下,项目组对于绍兴越城区的建筑装饰特色进行研究。通过走访鲁迅故里、周恩来故

居等大量当地的传统建筑,总结出以青瓦白墙为手法、传统木作为建筑结构、历史名人外形为肌理、传统中国书画为表达方式的

建筑装饰方法。通过这种系统化的外观装饰,能够大批量、短时间、高效率地为传统村落破旧民居外观进行经济化改造。该方案

通过绍兴大学生走访乡镇后可进行一村一特色的具体改造与推广。当游客进入改造后的村镇,能够通过这些特点感悟并记录绍兴

特色,并以其为载体向他人进行绍兴传统特色文化宣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绍兴的大学生可通过建筑装饰设计、建筑装饰施工

等方面参与文化供销配送的环节,缓解部分就业难的同时,更好的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特长,避免人才流失。 

3 未来农村文化供销配送发展展望 

在浙江的农村发展中,物质的发展较为显著,文化的发展也在紧随其后。从传统的文化“三下乡”,到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深入

等,越来越多的文化从城市走向了农村,但这远远不够。文化供销配送将会承担起这个重要的责任,引入更多的有能力、有知识、

有理想的大学生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将更多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进行交换交流,为乡村进行环境整改的同时,改善村民的生活环

境,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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