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与乡村文化建
设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其中乡村文化建设是关键所在。

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让乡

村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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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有利于

促进农业生产力

的提升,带动农村

经济的整体发展,

为城乡居民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提

高农村居民的生

活水平。

社会和谐

乡村振兴有助于

缩小城乡差距,推

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增强农村居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维护社会稳定

和谐。

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重视绿

色发展,保护农村

生态环境,推动可

持续发展,为人类

社会提供优质的

生态服务。

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有利于

弘扬农村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乡土

智慧,丰富人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乡村文化的内涵

乡土特色

乡村文化是植根于特定地域环境中的独

特文化形式,体现了当地人民赖以生存

与发展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丰富多样

乡村文化包括传统农耕技艺、民间艺术、

节庆习俗、饮食文化、建筑风格等各种

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

生活智慧

乡村文化蕴含着农民世代积累的生存智

慧和道德规范,反映了对自然环境的适

应和对生活的认知。

文化传承

乡村文化是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代相传,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和乡

村人的集体记忆。



乡村文化的特点

生态自然

乡村文化深深植根于大自然的节奏之中,

充满了原生态的生命力和韵味。

历史传统

乡村文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积淀,蕴含着

丰富的民俗和地域特色。

社区凝聚

乡村文化体现了乡土社区的紧密联系和

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

多元共融

乡村文化包容了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多样

性,展现了包容共融的文化特质。



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保护乡村传统文化

通过传承古老的乡村习俗、

工艺和生活方式,保护和弘

扬乡村独特的文化遗产,让

乡村文化根植于当地社区。

挖掘乡村文化内涵

深入了解乡村文化的历史渊

源和内在价值,通过口述历

史、民间文学等方式,传承

乡村智慧和精神。

培养乡村文化传承人

鼓励乡村青年参与文化活动,

并与老一辈传统艺人合作,

让乡村文化得到持续传承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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