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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光耀时代光

耀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

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

紧抓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强文化建设

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对于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夯

实文化强国建设基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在正

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

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正式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作为锚定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第一个文化发展

五年规划，《规划》系统谋划“十四五”时

期文化发展的重点目标任务、重要政策

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

第一，深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强化思

想理论武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实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新 的 飞

跃。《规划》提出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学理性阐释和学科性

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

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二，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培

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规划》提出把宣传、教育、引

导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规划》针对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特点，

提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第三，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汇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正能量。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

式。《规划》提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构建

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不断增强新闻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

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第四，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扩大优质文化供给。2021 年，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 GDP 为 12551 美元；中等收入群

体已超过 4 亿人。与之相伴生的是人民群众更加旺盛的精神文

化需求，扩大优质文化供给迫在眉睫。

一是倡导高质量的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规划》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完善引导激励机制，推出更多精品

力作。《规划》提出实施网络精品出版等计划，加强和创新网络文

艺评论，加强版权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举措，鼓励引导网络文化创

作生产。二是强调科技赋能、数字驱动。《规划》提出把先进科技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

系；提出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加快文化产业数字

化布局，重塑文化发展模式。三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规划》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第五，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规划》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研究阐释。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规划》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革命文化是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规划》提出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系统梳理阐释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

《规划》提出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

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完善国

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第六，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保障好人民群众文化权

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覆盖质量不

高、服务效能不足、城乡基层短板突出等问题。《规划》以推进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为抓手，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覆盖面和实效性。

一是强调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规划》提出落实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要求，着力补齐短板；提出丰富老年人、进城务工

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公共文化供给，保障特殊群

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以数字化赋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

划》提出打通各层级公共文化数字平台。《规划》提出把服务城乡

基层特别是农村作为着力点，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三是以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效能。《规划》提出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机

构运行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衔

接。《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

化发展、专业化运营，以社会化激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

第七，衔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

西呼应、城乡均衡协调的文化发展空间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规划》明确提出“文化发

展空间格局”的概念，要求优化城乡和区域文化资源配置，促进

文化更平衡更充分发展。

一是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

域重大战略，提出推进区域内文化协同发展机制，整体提升区域

文化建设水平。二是针对推动东部地区以创新引领文化发展，

加大力度支持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文化发展，扶

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化发展，提出健全合作互助、

扶持补偿机制，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融合互动的区域文化

发展格局。三是提出完善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的文化发展体制

机制，加快城乡间文化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以点带面、特色鲜明、

优势互补、均衡配置的城乡文化发展新格局。

针对城市文化建设，《规划》提出强化各类规划中文化建设

的刚性约束。《规划》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提出创新支持和激

励方式，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永续发展的优质资产。

第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规划》提出统筹推进对外宣传、

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不断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

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促

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

《规划》发布后，要着重抓好落地实施，保障各项目标和重点

任务如期完成，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供磅礴的力量源泉。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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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成都的乡村开始进入我的视

野。那时，我正在为蒲江明月村做规划设

计，在上海和成都之间做着“候鸟”。

那一次碰撞合作取得了成功，以陶文化

为主题的人文生态度假村落明月村，被评为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是近年来国

内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的成功典范之一。但

在我心中，它并不完美。我在蒲江明月村的

设计中强调了文创，但没有触及乡村的关键

元素——农业。

2017 年，我开始在铁牛村开展田园生

活度假社区试验，亲友给了我很多支持。我

的妻子来到铁牛村，组建社区教育中心，儿

子来到蒲江本地的学校读书，每天感受着橘

林摘果子、田里捉泥鳅的生活。每周“新村

民”免费为当地村民提供文化、艺术等方面

的周末课堂，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村民们不

出村就能享受到城市的文化与教育体验。

这种新老村民同心协力，进行系统性的乡建

实践是十分珍贵的。

在我看来，乡村不仅是承接田园乡愁的

载体，也是生产、生活与生态相统一的有机

空间。

目前，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于人才与资

本。铁牛村解决了人才怎么留下来的问题

之后，要处理的就是如何引进资本。而资本

的进入，取决于产业规模和市场机制的建

立。这也是成都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

需要探索的问题。

我认为铁牛村是明月村 3.0 版本。铁牛

村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整村打造、机构化平

台化的人才引进，是更具持续性的规划经

营。我希望，铁牛村能够用文艺实践打造出

公园城市建设的乡村样本，为更多的乡村提

供新的发展经验。

（本报记者李凯旋整理）

铁牛村总规划师施国平：

艺术乡建的一次珍贵实践

果林郁郁葱葱，鱼塘波光潋滟，依林

盘而建的民居里升起缕缕炊烟……走进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铁牛村，满眼是淳

朴自然的乡景。再往里走，又能发现林

中的度假木屋，巷子里的涂鸦彩绘，文

化广场上歌声悠扬。

传统乡村中的“文艺范儿”令人耳目

一新。艺术实践点缀乡土生活，铁牛村

新老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美。

“融入乡村生活，我们
有了更多的创作热情和
空间”

在清晨的鸟啼声中醒来，邹莉麻利地收

拾好行装，穿过一排排青瓦白墙，来到村里

的小溪边，为当天的插花作品采撷野花。

来到铁牛村近 3 年，花艺师邹莉已经很

适应“新村民”的身份。 2020 年起，来自 20
多个城市的 60 余名人才陆续来到铁牛村成

为“新村民”，他们大都具备艺术设计、规划

建造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希望为传统乡村增

添现代之美。

“融入乡村生活，我们有了更多的创作

热情和空间。”邹莉把向村民们传授花艺当

成自己的工作，大家也乐得在小院里摆弄花

草。没过多久，家家门前堆放的杂物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插花作品。“现在不少

邻居愿意自己创作插花，作品可惊艳了。”邹

莉笑着说。

沿着荷花簇拥的步道漫行，没多久就能

望见“丑美生活馆”。这里曾是一栋废弃的

小楼，现在则变身为新老村民共建的社区融

合中心。

铁牛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帮淼是

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匠，与“新村民”一起建

设生活馆时也收获颇丰。“有用于会议接待

的公共会客厅、供‘新村民’创业的文创工

坊，还有专门开辟出的社区活动的场地。”徐

帮淼说，“新村民”中不乏建筑规划专业的人

才，“原本局促的空间，被他们规划得既现代

又美观。”

生活馆里，不少桌椅、灯架都由枯木改

造而成，样式古朴美观；墙壁上，用植物颜料

绘就的涂鸦十分醒目，角落里还摆放着用废

旧布料设计的时装。去年这里曾举办乡村

时装节，几乎每个家庭都参与了创作。乡村

和城市、不同代际的审美在这里交融碰撞，

寻找共鸣。

“在‘新村民’的带动下，老村民也开始

追求属于自己的‘美’。”看着庭前屋后的变

化，徐帮淼觉得现在的铁牛村年轻靓丽。

“艺术对乡村的改变，
不仅在外观，更在生活”

煎菌菇下铺满毛豆泥，口感清新鲜嫩；

各色炸时蔬配上刚开的藤花，犹如一盘春

色；湛蓝色的甜品里竟然嵌着朵朵白云，好

似天空的一角……走进“铁牛妈妈的餐厅”，

琳琅满目的创意食品令人眼前一亮。令人

惊讶的是，这些菜品都出自村里的“业余厨

师”之手。

初到铁牛村，“新村民”们在老乡家“蹭

饭”，发现平日赋闲在家的阿姨们都有几道

拿手好菜。曾在广州担任平面设计师的粘

颢决定在村里经营一家创意餐厅，把家常菜

做得更美观、美味。

“菜品创作以节气为主题，地里什么最

新鲜，我们就用什么。”粘颢介绍，餐厅使用

的食材均来自村民家，“希望能挖掘出日常

饮食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

天亮下地采摘蔬菜，然后来到餐厅研发

菜品、下厨实操，加入“铁牛妈妈”以后，老村

民李琼珍的日子变得丰富许多。“从前觉得

做饭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能吃饱就够了。”最

初，她忐忑地将自己创作的菜品端给食客，

没 想 到 大 家 交 口 称 赞 ，“ 艺 术 离 我 们 并 不

远。”李琼珍变得自信多了。

艺术对铁牛村的影响，不仅在舌尖，也

在耳畔。

每到周末，10 岁的赵蕊涵总要去村口迎

接自己的外国朋友。来自美国的音乐教师

约翰两年来一直坚持在铁牛村开办公益音

乐课堂，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们有机会学习

钢琴、架子鼓等乐器，还能顺便练习英语。

在传授专业音乐知识之外，约翰还鼓励孩子

们走入田间倾听自然的声音，以身边的瓶瓶

罐罐为乐器。在约翰的指导下，赵蕊涵与朋

友们边玩边学，即兴创作了不少儿歌。每逢

凉爽的傍晚，他们便在村子的文化广场上为

村民、游客演唱。

“艺术对乡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

生活。”看到村子两年来的变化，铁牛村总规

划师施国平很欣慰。“潜移默化中，艺术为田园

生活增添了趣味，也激发出更多人的灵感。”

“我们的艺术实践应
当落地于推动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

橘林中弥漫着蒸腾的果香，顺着标识快

走几步，就到了园中的“森林”。

在蒲江，分散的林盘随处可见，虽然景

致不错，却给农业规模化发展造成了阻碍。

能不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布局的前提下将

农业发展得更好？铁牛村新老村民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开始打造生态丑橘示范园，原

有的林盘也得到新开发。

林中阴凉幽静，村民在其中安置了两座

木屋，配有雅致的茶具、床铺。“这是新设计

的环保装配式建筑，不用硬化地面，也没有

建筑垃圾。”果园团队负责人黄海英介绍，只

需三四个人，就能将木屋组装或拆卸。“可移

动的木屋可以盘活更多乡村旅游资源。”

仅有几处美观的“打卡点”，无法完全带

动铁牛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果园团队将更多

心思花在了怎样把丑橘种得更美上。

在村里种植能手的帮助下，果园实践只

施用有机肥和酵素的生态种植模式，第一批

成熟上市的丑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被抢

购一空。“我们趁热打铁，推出了果树认养活

动。”黄海英介绍，前来参与认养的城市居民

不少，每天只需一元钱就能参与“云种植”并

收获新鲜丑橘。“见好果子有好价格、不愁

卖，其他村民也开始尝试生态种植。”

“新村民”进一步发挥艺术创造力，为丑

橘产业赋予了更多价值。以丑橘为原料，曾

是网红餐厅老板的“新村民”霍萍研制出果

酒，并设计了精致的包装和宣传语，每瓶能

卖到 200 元。还有人将丑橘加工成巧克力、

果酱等产品，销往上海等大城市。园中还逐

步开辟出轻饮吧、音乐坊、亲子营，每到周

末，游人如织，果园变成乐园。

“‘田’是农业的生产，‘园’是农村的品

质，二者相辅相成。我们的艺术实践应当落

地于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施国平说。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铁牛村有群“新村民”

文艺范儿，点缀这片乡土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李凯旋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
蒲江县铁牛村，乡村“文
艺范儿”令人耳目一新。
2020年起，来自 20多个
城市的 60余名“新村民”
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大都
具备艺术设计、规划建造
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希望
为传统乡村增添现代之
美。设计公共空间、举办
乡村时装节、盘活林盘资
源……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美。

核心阅读

■艺术改变乡村R

图①：铁牛村荷花茶会。

图②：村里的剪纸展。

图③：丑美生活馆。

以上图片均为王思濛摄

（人民视觉）

图④：铁牛村新貌。

任显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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