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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过程中，各行各
业都发挥了专业优势，其中文
化扶贫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兴
则生活美。乡村振兴的征途
上，物质层面固然重要，但精神
层面同样重要。可以说，文化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牵引力
量,更是保证乡村振兴质量的
基本支撑。

因此，从“扶贫”向“振兴”
转变，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

多年来，众多文化艺术工
作者持续活跃在文化扶贫一
线，为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肩
负着应有的责任与使命，从文
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
以帮助，尤其是依托文化因素，
极大发挥政府治理能力，激发
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提高贫
困人口劳动技能和发展机会，

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奋发向上
的社会氛围，有效促进高质量
脱贫。

如今，我国已打赢脱贫攻
坚战，但“文化扶贫”的作用还
应该在受帮扶地区延续，应以

“乡村文化振兴”或“文化帮扶”
的名义持续将“文化扶贫”成果
得以延续、巩固提升，达到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防止返贫的目
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
文化振兴应多方面发力，要持
续推进文化振兴，从精神上、基
础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为了将文化帮扶落到实
处，建议：

一、以“上下同心、精锐出
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
神为依托，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二、国家乡村振兴局应设
立专门部门及
岗位，为乡村
文化振兴提供
制 度 体 系 保
障。与文旅部
门牵头组织优
秀乡村文化振
兴示范点评选
与授牌，入选
地给予政策、
资金等方面的
倾斜。

三、加快
乡村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力
求解决城乡之

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情
况。随着文化扶
贫的推进，近年
来文化馆、文化
站、文化广场等
乡村文化基础设
施得以进一步普
及，但力度应再
进一步加大，在

“量”的基础上追
求“质”的飞跃，
从而为完善的乡
村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助力，让老
百姓通过这些文
化基础设施的提
升，进一步增加
幸福感、获得感，
从而持续激发创造美好生活的
内在动力。

四、加大科教文卫“三下
乡”，尤其是要加大“文化下乡”
的力度与频次。“扶贫先扶志”，
乡村振兴亦如此，在此过程中，
各级文联等单位、组织应继续长
期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创作出
时代感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
品，继续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普及力度，继续助力
摒弃陈规陋习、陈旧观念，促进
良好乡风乡俗巩固形成，从而促
进乡村文化发展建设。

五、号召、动员更多体制外
年轻文艺工作者加入到乡村文
化振兴队伍中来，以满足老百姓
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在此过程

中，年轻文艺工作者也能切身感
受到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利
于其自身业务发展与素质提升。

六、积极鼓励民营文化企
业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队
伍中来，对其进行税收等方面
的优惠，为更多乡村本土民营
文化企业的孵化起到示范带
头作用。

七、基层文化部门应更注
重挖掘乡村本土优秀文化，
将其发扬光大，激发当地百
姓对家乡的热爱及文化自
信。加大传统村落、传统民
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
力度；加大农村地区文化遗
产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力度；加大乡土方言、民族
地区语言文字整理、保护、传

承普及力度，纳入当地学校
特色课程；深入挖掘、总结符
合本土特色的农耕文化，助
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八、注重革命老区红色文化
传承。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保护、
传承对革命老区在红色文化，并
对人员、资金等给予支持，从而
让红色文化不仅在当地发扬光
大，同时辐射城市，让乡村文化
振兴惠及城市和乡村。

九、加快乡村文旅深度融
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
中，应更加注重文化和旅游
的深度融合，让更多城市市
民感受到新时代美丽乡村的
魅力，同时也让乡村村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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