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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美丽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探讨 

秦克祥
1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宿州 234101） 

【摘 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彰显乡村文化特色和魅力，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安徽宿州自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精心谋划，大胆创新，通过规划、投入等机制，

走出了一条具有皖北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但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文化建设仍然面临诸多困惑和难题，

要确保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保留住乡土味道，就离不开文化建设，避不开对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中相关问题的探

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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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安徽宿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城乡一体发

展，坚持“三不三重”建设理念（不贪大求洋、不大拆大建、不破坏自然风貌，重经济适用、重整治提升、重可持续建设），围

绕“四美三宜”（科学规划布局美、生态宜居环境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宜居、宜业、宜游）建设目标，精

心谋划，有效推进，走出了一条具有皖北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宿州之路。然而，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过程中，村庄道路、

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明显，村容村貌变化较大，文化内涵建设方面则成效迟缓。事实证明，做到“物的新农村”

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人的新农村”却有一定的困难，城镇化效果较好，而古朴的乡村民俗民风踪迹难寻，记忆中的乡愁很难

找到，乡村文化建设仍然在路上。 

1 宿州美丽乡村文化建设问题分析 

1.1历史遗留问题多消解难度大 

乡村环境改善提升难度较大。在长期的无序开发和村民私自建房过程中，不少近村或位置较好的良田沃土要么受破坏，要

么被占用，有的靠近山体水边的林地或植被也不同程度被毁坏，加上多年之前因庄稼秸秆没有得到合理处置从而导致一些地区

村庄水土流失，水质变差。又由于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不善甚至根本就没有妥善处理，有的农村地区特别是相对偏远的自然村仍

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个体养殖等污染源，文化承载空间长期被挤压。 

村庄历史文化遗迹损毁严重。长期以来，一些有一定历史年代感的村庄因为基层政府和村民没有保护和修复意识，也因为

没有得到专门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再加上村民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实际需求，以及城镇化建

设和扩张的快速推进，有的村庄古建筑倒塌损毁无人问津，有的遭到人为破坏，甚至被拆除的也不在少数，仅有的乡愁寄托物

不复存在，乡土文化的根将要断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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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文化空心化越来越突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缺乏产业，既没有工业基础，又缺乏就业机会，仅靠种植土地收入极其

有限，即便是新建的示范试点的村容村礼貌比较漂亮的美丽乡村也很难留住人。因此，土地收入低下就业创业无门现实的问题

逼迫许多村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都无可奈何地离开农村、离开家乡另寻出路，他们或进城务工或进城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关

键是这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一旦离开了农村，乡村文化的消费者和传承者就缺乏了应有的主力。更何况，这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

本身也是增添农村社会文化活力的主要群体，这些村民的流失直接导致农村地区文化的空心化。 

有的地区自然村庄不断消失。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的深入推进，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撤并村庄、

集中安置趋向明显，有的县区乡镇主张乡村城镇化，把人数不多的自然村整体搬迁集中安置，有的因为矿区塌陷不得已集中安

置。总之，村庄持续性的消失变迁，势必造成乡村本来的文化氛围受到破坏，原有的邻里乡情变淡冲散，使得乡音无处可寻。 

1.2不正常不健康文化现象抬头 

农村地区人情消费日趋泛滥。多数农村人情应酬名目繁多，人情消费范围广、数额大、频率快，甚至形成攀比之风，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婚丧嫁娶，亲友熟人盖房、乔迁、生孩子、升学、参军、工作调动、开业庆典、老人祝寿等，往往都要送

钱、送物，而且讲排场摆阔气，礼金由以前的 50元至 100元发展到 100元至 500元不等，关系亲密的动辄上千，有的甚至负债

而为，慢慢地，就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还有些农村地区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人情应酬费用高达五、六千元之多，大约占到

家庭全年总支出的 30%至 40%，有的甚至占到了总支出的半数以上。但是，村民深受其累而又无可奈何，人情债已成为村民沉重

的经济负担。 

乡村婚丧嫁娶习俗陈腐不堪。有些地方的红白理事会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又恢复了过去的丧葬习俗，披麻戴孝、吹打号

丧、撒纸钱、摆酒席，办一次丧事一般要花费一两万元，有的甚至几万元。有的农村习俗甚至还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有

些落后地区盛行冥器陪葬，诸如纸质制作的金元宝、形似真人的金童玉女、逼真的家具电器、还有香车豪宅等。在婚俗方面也

有许多不文明、不健康的现象，办喜事闹洞房的习俗有的已经脱离了传统贺喜祝福形式，演变成侮辱人格的低级庸俗闹剧，因

此而产生伤害、发生纠纷的事情屡见不鲜。由于红白喜事的繁文缛节、大操大办，一次花费可将全家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全搭

进去。还有的地方婚娶彩礼越来越重，这些都使百姓家庭不堪重负。 

黄赌毒及迷信活动暗流涌动。受制于场地、人才、经费等，导致农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除了电视、手机、麻将、扑克几

乎找不出其他时尚健康的娱乐活动，赌博、甚至吸食毒品等不良风气也因此有了滋长的土壤。特别在那些偏僻又偏远的乡村，

算命、求签、祈祷的在暗中盛行，一些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也由以前的偷偷摸摸变为公开或半公开的，甚至明目张胆的装神弄

鬼，故弄玄虚，骗人钱财。村民建房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婚嫁要请算命先生挑选敲定皇道吉日，如遇天灾人祸还要请“巫

婆”“神汉”“驱邪避灾”。农村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不仅败坏了风气，也给邪教活动提供了存在和蔓延的土壤。 

1.3不同地区文化建设差异较大 

镇、村之间文化建设差异分明。相较于城镇文化而言，大部分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基础落后，人员素养较低，活动经费

缺乏，文化活动的组织和举办的数量及效果等也都明显水平偏低，文化活力彰显不足。集中安置人气较旺的乡镇政府所在地文

化活动相对较多些，而地处偏僻的村庄，尤其是一些人数不多的自然村，根本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活动。过去农村地区的节庆活

动、乡村庙会等，也逐渐消失，无人操办也无人参与。 

村际之间文化建设差异明显。各县区乡镇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选址时，往往优先选取那些原本各方面基础较好的乡村。

这些村庄在文化建设上本身就超出了其他一些村庄，并且有的村因为基础好，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名村，在当地知名度高，在长

期发展建设过程中又不断获得大量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容易得到不同层级的政策和资金的倾斜扶持。而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村庄

本身就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又缺乏政策照顾和资金扶持，文化活动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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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文化认同差别较大。从本市不同县区、乡镇的美丽乡村来看，就村庄里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等不同群体之间

对比情况而言，这些不同群体对于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和认同度差异还是不小的。总的来看，村中的老年人群体文化活动满意度

和参与度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是常在村中生活的主体；中年人群体文化活动满意度和参与度处于中间，因为他们往往为了支撑

家庭而常年外出务工；青少年群体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则偏低，因为他们有新的文化需求。 

乡村文化重建设轻管理明显。因为本市各地村级集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自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启动以来，政府主导建设整

个过程，即便有市场经营主体和个别企业参与其中，但由于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方面的财政拨付和项目扶持，最后导致的

结果是乡村文化重建设轻管理，甚至是无管理。 

2 宿州美丽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探索 

2.1发挥乡村文化建设人才作用 

加快文化专职专干队伍建设。单从乡村文化干部配备来看，一个人面对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是不现实的，乡镇一定做到

三人以上配置。要有阵地、有资金，就应当有人去组织、去使用，而且专职文化干部应当专职文化工作，万万不可以向有些人

说的那样：“文化工作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一定要踏踏实实干好每一件文化工作，特别是要抓住各主

要节庆活动，让返乡的村民深切感受家乡美、家乡乐。 

切实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鼓励和吸引有能力、有才华的年轻人到基层文化岗位工作，解决基层文化队伍人员老化

的问题。二是加强对农村文化人员的培训，使他们汲取新的知识营养，提升思想艺术水平，带动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三要扶

持民间艺术团体，培养一大批热心公益事业的文化艺人和“土专家”，让民间艺术骨干脱颖而出，成为丰富农村文化活动的主

力军。 

理顺农村文化人才管理体制。在乡镇文化管理体制上，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管理体制，赋予文化主管部门对乡镇文

化工作的管理权，建立统筹安排、协调一致、灵活高效的用人制度，做到文化专干专职专用，确保基层文化队伍能够持续、稳

定、有序、健康发展。 

2.2理顺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思路 

做好地方特色文化保护工作。积极保护马戏、唢呐、梆子戏、泗州戏等传统文化艺术，大力发展萧县书画、灵璧石等文化

艺术资源，培育塑造其空间载体，体现浓郁的地方特色。积极挖掘本地文化内涵，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引导群众关心关注并主

动参与本地的文化建设当中，充分利用本地书画之乡、唢呐之乡、马戏之乡、奇石之乡、梆子戏之乡等文化艺术资源，宣传本

地传统的孝文化、贤文化、楚汉文化、红色文化等。 

创新农村文化活动思路方法。一是把美丽乡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创编成村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以激发广大农

民朋友自娱自乐的积极性。二是以文化活动进基层为载体，改进文化服务方式并创新服务理念，改送文化下乡为留文化住乡，

把文化活动办到农村去，用村民自己喜爱的方式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三是借鉴城市社区艺术团体模式，力争实

现村村有自己的活动队，并经常开展活动，使参加文艺活动成为村民的生活常态。 

做好城市支持农村工作。近年来送戏、送电影、送科技下乡，是很好的惠民工程，但还需要送文化送活动下乡，农民文化

艺术节就是很好的活动，各地文化部门要年年坚持下去。城市好的文化社区，应当和农村开展结对子，手拉手活动，政府应在

资金上予以扶持。要让文化发挥出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建设美好乡村的作用，就必须让文化有稳固的

根，有粗壮的干，有繁茂的叶，枝繁叶茂的文化才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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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管护机制 

切实加大财政投入拨付力度。目前，宿州市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薄弱，全市各级政府要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确保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高品位、管理高质量、效能高发挥。各级相关部门应结合自身工作职责，积极做好调查研究，有效

解决各地农村因文化建设需要带来人员规模扩大和费用开支增加等问题，切实保障乡村文化活动正常开展。与此同时，基层政

府也应积极探索多元投资机制，运用好惠农政策和专项扶持资金，开创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新路径，探索政府、企业和个人相结

合的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体系。 

严厉打击整顿非法文化活动。农村有不少本土锣鼓队、唢呐班子等演出队伍，他们对农村文化的繁荣是有贡献的，但是，

这些演出队伍需要认真的组织和整顿。首先要进行培训引导，让他们知法并守法经营。其次是持证上岗规范经营，并在证件中

规定演出范围、演出内容、违法后果。另外，就是要加大监督管控力度，比如设置有奖举报，发现一起低俗下流演出就打击一

起，决不能让黄赌毒污染农村市场，毒害留守儿童，扰乱农村稳定。 

大力培育树立乡村文明新风。一是深入开展文明村镇、集市、家庭评选活动，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培育科学、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二是广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关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幼儿园养老

院等场所。三是发掘、保护和开发乡村优秀民间文化资源，传承弘扬具有宿州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四是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乡镇综合文化站点、乡村文体活动室、农家书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确保“镇乡有阵地、村社有书

屋”。五是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大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加强农村警务、农村消防应急救援和群防群治等建设，

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发挥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退伍军人、老教师等“五老”人员调解邻里纠纷方面的作

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3 结语 

作为皖北农业大市，自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启动数年以来，宿州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调动各方力量，通过规划、投入等工

作机制，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具有皖北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自 2013 年开始全市选定 36 个省级示范村

开启美丽乡村建设之后，每年都在增加示范村或示范中心乡镇，并且建成后的美丽乡村也都有新改观新变化，经过省级检查验

收的示范村示范中心乡镇也注重后续管护，总的来看效果较好，村民满意度较高。但就乡村文化建设而言，这些美丽乡村还是

存在因留不住人而致使人气不旺、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地域文化资源得不到很好开发、乡风民俗有待完善、乡愁无处安放等诸

多问题和不足，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没有惠及到的乡村了。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依然需要持续

投入和永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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