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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正处于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社会化问题凸显。随着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以老年人为主的农村，如何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振兴乡村？振兴乡

村文化？文章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出发，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目前面临年轻人才不充沛、文化振兴动

力不足、村民意识淡薄、文化产业单一等困境，指出乡村文化建设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凸显“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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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in the midst of accelerated aging, leading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ocial is-
sues coming to the forefront. With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rodu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attention has turned towards 
rural areas with a predominantly elderly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into account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a 
shortage of young talent, insufficient drive for cultural rejuvenation, apathetic attitudes among vil-
lagers, and a lack of diversity in cultural industries. It proposes sustainable strategies for rural cul-
tural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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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要振兴，文化必

振兴，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的重要标志。目前，在农村占大多数人口的老年群体思想观念保守，

不具有现代化的眼光和手段，乡村文化“难发展，发展难”。因此，本文在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指

出了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期望从提升村民意识、壮大文化建设人才、加强党建引领、扩大

文化市场等方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以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

各方面的发展。 

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2.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主要是指人口生育率低导致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所带来的

老年人数的增加，最终总人口因为年轻人口比例减少，老年人口比例增加所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

动态化过程。人口老龄化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

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衡量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

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2.2. 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乡村文化建设就是由政府领导，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与宣传阵地。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广大农民内心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包括乡村振兴的物质层面和

精神层面等。狭义上的乡村文化建设旨在加强对乡村文化的管理，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使农民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1]。当然在实际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农民仅仅是宣传的

一小部分，老人、妇女、儿童都应该包含其中，都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忽略的群体。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3.1. 乡村文化建设的专业人才不足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文化管理人才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大多数乡村不注重农村干部的专业知识培训。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很多干部都是土生土长

的本地人，比调任的专家更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更应该对在任的农村干部进行专业的培训，

提高其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将工作经验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推进乡村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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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青年人才流失严重。在实际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农村地区缺少文化设施管理人员、文化

活动组织人员。究其原因还是农村本身的经济水平不够发达，对于人才的引进政策不够完善，导致很多

年轻的专业人才不愿返乡就业，或者在基层锻炼过后选择考回大城市实现理想抱负，人才的流失就使得

乡村的文化建设形不成有效的衔接。 

3.2. 农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动力不足 

农民一直被当作农村群众的主要人群，但是在农村还有着一部分老人、妇女、儿童。她们都是乡村

文化建设的一份子，但在实际文化建设过程中，很多人参与意愿不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能力不足。首先就是学习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学习效率

随之下降，老年人学习能力退化；中年人只在乎农业的学习对于文化不感兴趣，学习兴趣不足；儿童主

要集中在学校有关文化课学习，学习乡村文化建设的时间不足，精力有限。其次，农村群体缺乏创新意

识，朴实、勤劳是大部分农民的优秀品质，但是很多农民接触新鲜事物的热情不高，很难将乡村的优秀

文化通过创新的方式传播出去。最后是缺乏合作意识。小农生产的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单打独斗”

的陈旧思想很难形成合力，不利于文化的建设与传播，也没法与组织配合推进。 
第二，农村群众主体意识缺失。其一，在一些偏远地区很多人不了解乡村振兴的意义和能带来的好

处，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的是政府部门的呼吁，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对于广大群众

来说，填饱肚子有经济效益那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所以主体意识不强导致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很难推进。

其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很多青壮年去城市打工，向往繁华的都市生活，人们对乡土文化的感情

越来越淡漠，也不支持留守的父母、妻子、孩子参与到乡村建设当中去。 
第三，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不完善。其一，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乡村产

业是否能带来收入的增长，过度开发经济效益高的民俗文化产业，导致地方文化资源变得单一没有可持

续性。其二，乡村文化建设形式主义严重。很多地区的文化建设只是为了应对上级领导考察，例如，有

笔者走访了晋宁区夕阳彝族乡，与其中 3 个村庄农家书屋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村民进行了访谈和交流，

当地村民表示，很少去农家书屋，甚至不少村民表示不知道村里还有这么个地方[2]。是否帮助乡村的文

化建设，很多农民表示并不知情。由此可见，基层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设施如果不为民所用，农民没有

知情权与参与权，那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将会大大折扣。 

3.3. 农村党员群体老龄化严重，文化传承意识淡薄 

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要起着先锋模范的作用，是基层党建的主力军。以江苏省宜兴市

善卷村为例，善卷村党员在 60 周岁以上的党员群体占善卷村党员总人数的比例为 31.07%，按联合国世

界卫生组织重新划定的年龄分区来看，44 岁以上便是中老年人，善卷村 44 岁以上党员人数占党员总人

数的一半有余，可见善卷村党员群体老龄化情况还是较为严重的[3]。老年党员干部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满腔热情，但是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桎梏，学习能力较弱。新时代的建设还应该具有现代化的眼光，光

实干无创新，那文化建设就没有办法进步。 
近年来，“国潮”一词迅速流行起来，这表明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与热爱。但是有些农村地区

的传统文化因为知名度低，传承人少而变得鲜有人知，很容易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这就要求广大基

层党员干部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相结合，增加村民收入，增强地区知

名度，达到双赢的效果。 

3.4. 乡村文化产业单一，资源开发不合理 

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很多偏远地区的文化产业依旧存在着文化产品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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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力不足、集约化水平低等问题。大多数产业类型单一、分布零散、规模不集中，这种模式不利

于产业发展，自给自足的模式更不会引发创新，这就很难形成文化建设的合力。 
中国的乡村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比如农副产品、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等等，但是缺少政府部门

的重视，使得很多文化资源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和保护。同时，缺少专业人员的安排和规划，很多农村资

源过度开发，导致环境被破坏、污染，走上了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成本的道路，与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思想背道而驰。 

4. 推进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4.1. 壮大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队伍 

第一，加大力度引进文化建设人才，同时注重挖掘本地人才。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要建立一

个公平公正的选拔系统，优先考虑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干部。同时积极培养了解本地风土人情、积极

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村民纳入人才队伍当中。提供展示机会的同时，也应适当的提高人才的福利待遇，

起到激励作用。 
第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部分领导和专业人才在基层工作时很难得到群众的认可，更多是因为

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或者观念不同很难和村民“打成一片”，这时在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乡贤就起

到了中介作用。乡贤是中国乡村地域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护者，他们以社会主义观为指导，在乡村社会中

发挥着重大作用，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4]。乡贤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在城乡之间来回穿梭，

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发挥着榜样的作用。 
第三，培养农民的文化素养尤为重要。提升文化素养首先要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虽然九年制义务

教育已经普及，但是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水平差距还是巨大的，如何给乡村带来丰厚的教育资源这是当务

之急。只有让广大农村儿童接受充分的教育，才能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同时成人教育也应普及，教

授更多的实践课程，让农民在实践中提升文化素养。 

4.2. 提升村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村民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但大多是村民的文明意识不高，宣传热情不足，

应注重提升村民建设文化乡村的积极性。其一，注重文化实践活动的内容创新。创新应该在“守正”的

基础上，不能本末倒置，失去了文化原本的价值。同时，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时代和现实相结合，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同

时，文化活动的内容要“接地气”。贴近群众生活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文化建设应该是民族的、大众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顾名思义，不仅仅是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的活动，与农民群众实际

生活相联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打通“最后一公里”光靠“嘴”不行，还要靠“脚”，走到群众中

去，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还要靠“耳”，听听群众怎么说，了解群众需求，之后根据群众的喜好统筹制定

让群众喜闻乐见又积极向上的实践活动计划和内容[5]。其二，文化活动的形式要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

村民的文化活动也变得丰富多样，面对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诉求，在实践活动形式的设置上更要创新。

传统的全员聚集开展宣传工作收效甚少，当代的文化活动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通过直播、拍摄短视频、

公众号推文等形式大力宣传文化活动。 

4.3. 优化基层党员结构队伍，加强党建引领 

广大党员干部在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优化党员团队应从内部抓起，严格党员

管理制度，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紧密围绕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优良的党风带领乡村形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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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民风，同时，制定党员干部工作条例，对党员工作进行监督，将学习、工作、生活、志愿服务等作

为年终考核的依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优化党员结构队伍还应严格规定人员准入门槛。择优录取，现在的乡村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老党

员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满腔的热情，但是缺少科学化组织化的领导，这就要求组织吸纳优秀青年党员人

才，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4.4. 加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有效扩大文化市场 

第一，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过程无疑对乡村文化造成了

一定的冲击，很多村民会下意识的认为城市的文化是先进的，开放的，将乡村文化归结为落后的，封建

的思想糟粕，但很多城市居民却很向往悠闲地田园生活。当乡民渴望获得财富，城市人追求心灵满足时，

这些地方可以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来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从而改变乡村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模式[6]。因此，我们能做的是将城市和农村的宣传同步推进，通过主题教育、下乡实践、纪录片

宣传等方式构建城乡之间的桥梁，强化人们的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人人有责的意识，呼吁更多的人

加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 
第二，增强文化自信，形成文化阵地。随着农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们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中的进

步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提升乡村文化的内涵，增加农户的自信，让乡村文

化更加丰富多彩[7]。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短视频行业兴起，给乡村文化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

宣传真正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广阔的乡村文化别有一番风味，弊在于有些自媒体为了引流，

不加辨别宣传一些不利于乡村文化建设的错误思想，导致本土文化、乡村文化遭到了极大的影响。同时，

外国文化，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入侵使得年轻人陷入对故土文化的不自信，甚少踏足乡村。为此城

市与农村应该一同努力打造文化阵地，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自信且

良好的乡村氛围。 
第三，因地制宜，在保护中开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具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农

耕文明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应当挖掘出中国人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善良淳朴

的优秀美德加以宣传。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农村地区也珍藏着这些珍贵的财富。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我们应该寻找一种适合当地的保护和传承模式，以促进农村的可持续

发展，同时也为乡村的经济增长和文化传承提供支持[8]。因此，既要保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也

要坚持适度原则，不以破坏环境为前提，可持续的渐进式开发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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