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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雄精神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始终指引着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英雄精神在中国特色乡村文化发展道路上具有凝聚文化振兴的历史自信、构筑文化振兴的精

神家园、营造文化振兴的社会风尚的价值意蕴。在城市现代化冲击下，英雄精神正陷入空间困境、主体

困境和思维困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需要筑牢英雄精神培育的乡村阵地、夯实英雄精神培育的多元主

体、强化英雄精神培育的目标导向，以英雄精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擘画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文化振兴的

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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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heroes is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rural revitalisation and has always guided the pro- 
sperity of rur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pirit of heroes ha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uniting the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of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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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sation on the road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m-
pact of urban modernisation, the spirit of heroes is caught in a spatial dilemma, a subjective di-
lemma and a thinking dilemma. Stand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irm position in the countrysid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heroes, consolidate the pluralistic 
subjec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heroes, and strengthen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the cultiva- 
tion of the spirit of heroes, so as to empower the revitalisation of rural culture with the spirit of 
heroes, and to draw a brand-new chapter for the revitalisation of rur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style 
of moder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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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深入，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学界对于乡村文

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同时英雄精神研究领域也大放异彩，学术界从多个方

面对英雄精神进行研究，不仅对英雄精神的内涵界定、育人价值和实践路径，还有英雄精神培育的挑战

和实践理路。当前学界对于学生和青年的英雄精神培育研究有了一点成果，但是还需要继续拓展深化，

关注在不同群体中英雄精神培育的差异性，探索更加丰富的培育路径。基于此，将英雄精神放在乡村振

兴乃至乡村文化振兴的视域下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利用英雄精神的强大力量对于当前乡村全面振兴是

有现实价值的。因此，本文在三维审视下，理清英雄精神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以及如何破解乡村

中英雄精神的困境，最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理路。 

2. 英雄精神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关系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在新的道

路上需要英雄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指引力量。当前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振兴阶段，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

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是鼓舞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篇章。基于此，英雄精神与乡

村文化振兴在时代的要求下实现契合，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2.1. 乡村文化振兴为英雄精神明确培育方向 

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精神财富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方向保证，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是在乡村培育英雄

精神的目标。第一，乡村文化振兴是英雄精神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

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2]。该论述表明要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就要充分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英雄精神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

那么培育农民农村的英雄精神，是提高其文化素养的绝佳方式。第二，乡村文化振兴依靠人民又服务人

民，这就决定了培育英雄精神也要以村民为主体，坚持面向大众，发挥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2. 英雄精神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内容支撑 

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停留在一句口号，需要将其付诸实践，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是需要内容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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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内容的文化振兴是毫无作用的。基于此，有着磅礴体系的英雄精神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内容基

础，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期间涌现出了众多的民族英雄，从古代的霍去

病、岳飞到近代邓世昌、谭嗣同，以及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到新中国的焦裕禄、

钱学森等。他们所在的职位和历史背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高度一致的是为国奉献的决心，这些民族英

雄构建起英雄精神的内涵，是英雄精神的生动表现。乡村文化振兴范围广、涉及深，在政策支持的同时

必须要借助具体内容作为表现载体，英雄精神恰恰符合这一要求。在乡村场域下弘扬和培育英雄精神为

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支撑，可以不断厚植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基础。 

3. 英雄精神于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英雄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具

体到乡村振兴领域，英雄精神深厚的历史底蕴能够重新树立起乡村场域内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构建

起精神家园，为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指引作用，正是因为英雄精神具有的这些价值，才能更好地

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3.1. 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自信 

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想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首先就要凝聚起历

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勉励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可见历史自信在文化振兴中的意义举足轻重。历史自信是指历史主

体对民族、国家、政党历史的信心和信念，其中主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3]。当今社会思潮受

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西方别有目的的舆论氛围影响下，很多人对我们所取得革命成就产生怀疑，

对英雄精神的信仰逐渐消失。乡村场域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变革巨大的区域，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发展体

系使得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事农业工作的村民和进城务工、创业致富的村民之间差距显著，

这就导致一些村民对社会道路有不满情绪，逐渐丧失对历史的自信。英雄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道路中不断发展的，正是其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支撑下，能够凝聚起村民的历史自信，对乡村文化

振兴提供自信基础。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英雄精神是繁荣乡村文化的坚实依托，在现代文化冲击下，

乡村文化已经支离破碎，原本在乡村中的文化没有了现实基础[4]。在如此情况下，创新性地用英雄精神

再次丰富新时代下的乡村文化能够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英雄精神永远熠熠发光。所

以英雄精神能够提高村民的历史素养，再次树立起村民对国家、民族历史的高度自信。 

3.2. 构筑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家园 

英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战地、一个国家的文化堡垒，他们构筑起全体人民拼搏奋斗的精神港湾，

能够维系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信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乡村正在面临各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其中亟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于乡村社会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乡村文化缺乏一个有凝聚力量的精神来铸就乡村灵魂核心。而英雄精神能够很好的凝聚起人们的信念，

对于乡村文化有着巨大作用，为乡村文化振兴构筑起精神家园[5]。 

3.3. 发挥对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指引作用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

任务[6]。当前，乡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提高乡村精神生活水平十分重要。推动乡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村民的思想文化素养，当下很多村民的文化素养还不高。英雄精神是提高村民

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其能够帮助村民了解民族历史，增强对英雄精神的信仰，从而丰富村民的精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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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高村民的精神素养，对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积极的指引作用。 

4. 英雄精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之困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很多地方也开始重视文化素养的

提升。但是目前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中还面临着许多难题，主要是陷入了空间困境、主体困境、思维困

境。 

4.1. 空间困境：发展空间受限 

场所载体是英雄精神的必要条件，英雄精神是在理论总结中凝练出来的，但是英雄精神的培育脱离

不了场所载体，只有在载体的支撑下，才能更好的培育英雄精神。乡村场域下培育英雄精神的场所分为

先天载体和打造载体，先天场所是指英雄人物的出生地或者英雄事迹的发生地，他的特点是未经人工打

造，伴随着英雄人物和事迹自然形成的载体。打造场所是指受到目的驱动，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建造

出英雄精神的培育场所，成为培育英雄精神的载体，他的特点是系统科学，有着高度的科学体系。 
现代文明的城市空间强力挤压了乡村的发展空间，这导致乡村社会呈现出缺乏活力的衰败状况，乡

村各项建设速度也步伐缓慢[7]。乡村培育英雄精神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的凋零破败情况下培

育英雄精神的空间也微乎其微。当前乡村培育英雄精神的空间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没有发挥先天

场所的价值，很多地方没有挖掘到有关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价值，先天场所例如房屋、战地等，它们

是英雄精神最为直观的呈现载体，是培育英雄精神生动而形象的载体。在没有专业保护下避免不了的是

渐渐地受到损坏甚至消失，这大大削减了乡村培育英雄精神的场所数量，使得培育英雄精神的场所更加

难以寻找。另一方面，没有重视打造英雄精神的场所，先天的场所是有限的，更多的场所是需要投入人

力、物力去打造的，当前乡村缺乏英雄精神的相关场所，例如纪念馆、文化培训中心、文明实践中心等，

当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公共文化产品供应失衡。 

4.2. 主体困境：参与主体流失 

当前乡村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量的乡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中，这使得乡村社会逐渐远离

社会中心，乡村发生“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人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同时培育英雄精神的实践活

动来自于人、用之于人，乡村人口的减少使得参与英雄精神培育的主体流失。 
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整体来说文化素养比较低，对于英雄精神的培育很难有

良性互动。老人长期生活在乡村，对当地的历史故事了解较多，对于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有更亲近的接

触，也希望英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他们在英雄精神培育的实践活动中仍然发挥着余热。然而随着年龄

增长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他们参与英雄精神培育的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少。另外留守的妇女受到中国传统

的“男主政”思想束缚，她们将自己从英雄精神培育的活动中剥离出来，很少去参与其中。留守儿童是

乡村振兴的储备力量，也是当前社会极其关注的群体，他们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没有条件和能力将孩子

带到城市中生活，所以只能将他们留在乡村老家。留守儿童的英雄精神培育主要来自学校和家庭，学校

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子女教育问题，更倾向把子女带到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学习，这使得

农村学校的入学率越来越低，很多农村小学每年新生只有个位数，这种情况会导致学校规模越办越小，

与此同时教师队伍和教育资源将难以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要求，这就会导致在学校开展英雄精神培育活

动难度很大。在家庭，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乡村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有限，他们很难理解英

雄精神培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能讲述英雄精神的有关内容[8]。 
参与主体流失的最主要部分是青壮年群体，他们在时代发展的巨大机会下，纷纷离开农村地区，在

城市打拼创业。青壮年是振兴乡村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接受了老一辈的文化熏陶，但是在为生活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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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无暇顾及英雄精神。他们身处在城市的大楼大厦之中，曾经记忆中的英雄精神已经变得抽象化。 

4.3. 思维困境：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是指群体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

共同体的归属感[9]。乡村文化认同是指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的文化的认同感，主要是对乡村传统美德、

行为品德的认同，同样也包括对实践中产生的英雄精神的认同。村民的乡村文化认同感降低，村民的价

值认同发生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当前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村民的文化价值认同存在巨大危机[10]。英雄精神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具象化表现，村民的价值认同危机使得英雄精神缺乏培育根基，英雄精神的培育

很难在村民中开展起来。 
经济因素是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城市发展迅速，人均收入

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农村发展缓慢，很多村民选择到城市寻找致富机会，其中

很多人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从靠天吃饭的朴素农民到自力更生的新城市居民。在

经历了现代化物质和精神的洗礼后，他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念，接受了裹挟着西方思想的财

富至上观念。他们在巨大的物质享受中，不再认同乡村文化的价值，也就慢慢遗忘了英雄精神。 
历史虚无主义是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借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歪

曲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革命历史，造谣污蔑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11]。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想要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质疑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来制造我国的

思想混乱、造成我国的文化认同危机，以期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目的。村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纷繁

复杂的思想斗争下易被历史虚无主义迷惑双眼，对历史充满质疑、对英雄精神心存怀疑，造成文化认同

危机。 

5. 乡村文化振兴中英雄精神的培育路径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英雄精神面临的种种困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答案，英雄精神的实践是一种培

育活动，在捋清培育路径的前提下才能破解困境。空间困境是英雄精神培育匮乏的结果，只有筑牢培育

阵地才能破解。主体困境是英雄精神培育滞后的结果，只有夯实培育主体才能破解。思维困境是英雄精

神培育迷失方向的结果，只有强化英雄精神培育的目标导向才能破解。 

5.1. 筑牢英雄精神培育的乡村阵地 

培育英雄精神关键的是需要载体，这其中主要是空间载体和内容载体。空间载体是培育英雄精神的

基础，为在乡村中培育英雄精神提供物质支撑。在当下，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趋于破裂，乡村缺少交流的

场所，村民之间进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村民逐渐丧失文化认同。导致英雄精神的培育难以开展，加

大乡村文化场所的建设为英雄精神培育提供空间载体。内容载体是英雄精神培育的灵魂，整理研究相

关的英雄事迹，形成系统的英雄精神故事，并向村民展示英雄精神故事，是开展英雄精神培育的主要

方式。 

5.1.1. 加大培育场所建设，拓宽培育空间 
场所建设将乡村英雄精神培育方式变得更加生动，使英雄精神能够更加深入人心。第一，政府要加

大资金扶持，创新场所建设的资金来源方式。地方政府针对有突出价值的英雄人物和事迹，选择合理位

置建设纪念馆，聘请有关学者前来研究讲学。对于资金较为紧张的地方可以创新资金来源方式，寻求社

会力量的帮助，将英雄精神融入到红色旅游场地，通过文化旅游的方式，增加英雄精神的培育效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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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有效空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针对乡村场域人口较为稀疏、地域宽阔的特点，可以结合现有

空间资源，打造融合的乡村英雄精神培育场所。例如浙江许多农村地区利用寺庙、文化宫等利用率低的

公共空间，开展文化大礼堂[12]。乡村英雄精神培育也可以借助现有的建筑场所，与乡土文化相融合，让

英雄精神更加具象化的表现出来。 

5.1.2. 挖掘乡村英雄故事，丰富培育内容 
近代以来的英雄人物多出自于乡村，这为在乡村培育英雄精神提供了历史底气，深入挖掘乡村英雄

故事，对英雄故事进行整理研究，为乡村英雄精神培育提供理论支撑。第一，深挖著名英雄人物和事迹，

打造英雄人物和事迹的系统研究体系。英雄人物和事迹可以成为地方的一张靓丽名片，能够激发村民对

培育英雄精神的主动性。例如位于重庆市铜梁区的少云村，是 1952 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一级战斗

英雄邱少云烈士故乡。村子原名为玉屏村，为了纪念邱少云烈士更名为少云村并沿用至今。七十年来，

邱少云烈士的英雄精神始终滋养着这片土地，少云精神成为当地的名片并且流芳百世。 

5.2. 夯实英雄精神培育的多元主体 

5.2.1. 以党建为引领，保证英雄精神培育“不跑题” 
英雄精神培育是一项极具群众性、政治性的文化实践活动，英雄精神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不断

丰富，已经牢牢的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是党开展工作的基层

阵地，在乡村场域中，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领导核心，在英雄精神培育中也要发挥出强有力的

组织、引导作用。第一，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让党员的热情鼓舞他人。英雄精神培育的

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体现培育效果，相比于乡村振兴的其他方面，例如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等，英雄精神的价值很难量化。因此，需要发挥基层党员的引领作用，引领乡村各群体学习英

雄精神的良好氛围，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英雄精神培育的实践活动。第二，利用乡村基层党建的思想、组

织、制度优势，引导乡村英雄精神培育的正确方向。将英雄精神融入到主题党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

动中，逐步建立起乡村英雄精神的培育环境，将乡村英雄精神引导到正确的培育方向，引导其面向乡风

文明的需要、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 

5.2.2. 以村民为主体，致力于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乡村文化振兴是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马克思

主体性理论认为人始终是主体，“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并现实地作用于客体的时候，他才

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13]在农村中，村民是乡村社会中最大的主体，以村民的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为导向，推进村民的英雄精神培育实践。一是明确村民在乡村英雄精神培育中的主体地位，加大

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是传统

的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基数大，乡村场域的主体必然是村民。只有村民这个最大群体参与到英雄精神培

育实践之中来，乡村英雄精神培育才能形成合力。不断完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教育设施，有助于提高村

民在英雄精神培育过程中的参与度。二是必须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英雄精神培育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近年来，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之下，乡村相关建设更多是利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借助外部资源的帮助

实现乡村建设发展，在此中大部分村民成为了旁观者、局外人。乡村英雄精神的培育需要外部力量的支

持，同时也要依靠村民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就要最大限度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要让村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 

5.2.3. 以人才为关键，厚植乡村英雄精神培育的人才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青年才干以及农业农村学者回到农村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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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英雄精神的传承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推动，要大力弘扬英雄精神，重点面向乡村户口的在外

青年，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家乡英雄精神培育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不同人群的技能才干，将英雄精神的培

育工作深入到最基层。 

5.3. 强化英雄精神培育的目标导向 

5.3.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诉求和价值追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促使其主导社会价值观，需要依托各种精神载体。英雄精神作为一种内含先进道德思想

和崇高价值的精神样态，其内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之中，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

载体[14]。第一，在培育实践中要将英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在乡村培育英雄精神时，要

时刻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引导乡村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的培育氛围。第

二，要牢记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最高要求，营造社会良好文化氛围。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总体

向好，但仍然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诋毁和曲解。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乡村英雄精神培育的引领作用，努力营造出利于英雄精神培育的社会氛围。 

5.3.2. 以乡村振兴为现实导向，面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局 
第一，弘扬新时代致力于乡村振兴的英模事迹，构建新时代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当前英

雄精神培育仅仅依靠现存内容是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还需要挖掘和弘扬新时代的英模事迹。从乡村振

兴战略启动以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涌现出了新时代的英雄，是新时代的英雄精神值得我们

深深致敬。例如云南丽江的张桂梅校长，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来坚持在教学岗位前线，

是新时代教师精神的生动表现。还有广西白色驻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在奔向受灾群众的路上遭遇山洪

不幸牺牲，她是新时代党员先锋模范精神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在乡村英雄精神培育实践中将这些新时代

的英雄精神融入到培育实践当中，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更加形象地表现出来。第二，将英雄

精神充分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当中。当前，我们在乡村中培育英雄精神是为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赋

能乡村振兴。我们要构建起乡村振兴中的英雄精神体系，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探索乡村英雄精神的培育路

径，打造出乡村产业、组织、生态、治理、共同富裕等全领域的英雄精神典型，用典型的力量推动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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