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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农村文化振兴的建议

陈芳芳

问题及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

的二十大也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其中，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

振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近年来，房山区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特别是注重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努力实现我区农

村文化振兴发展。

当前，我区农村文化振兴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一、乡村人才短缺。一方面，乡村人口数量下降，常住人口

结构失衡，乡土文化人才队伍流失严重，后备人才队伍储备不足。

据《北京市房山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显示，全区常住人

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87458 人，占 21.9%；与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 7.1%。同时，农村地区剩余人口主要由

老人、未成年儿童和部分妇女构成，这部分人口很难成为乡村文

化建设的主力。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队伍中老龄化现象严重。

不论是农村还是乡镇的文化工作者，中年人占比最多，这种现象

在农村尤为明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工作环境与当

代年轻人的期望差距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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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目前我区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已经

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就，成功创建了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综

合文化中心实现了乡镇(街道)全覆盖，开展了文化周末大舞台等

活动，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但就总体而言，乡村文化设

施的建设和配套主要集中在乡镇区域，乡村地区配套数量不足，

利用率不高，且部分文化设施不够“接地气”，比如乡村阅览室普

遍存在“书不对民”的问题，一些理论水平较高，内容交晦涩难

懂的经典著作难以被乡村群众接受，也就很难契合群众的文化需

求。

三、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据调查，现阶段农民对文化的需求

主要有农业科学技术、农村法律法规和面向农村大众的文化娱乐。

而我区当前农村的文化产品中，以内容大众化的周末大舞台为主，

缺乏符合农村观众口味的健康文明、喜闻乐见的演艺文化产品，

面向农民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加之当前农村的文化活动

过于单调，通常只有在传统节日才有具体活动，形式单调，内容

陈旧，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建议：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起抓，不断提升乡村文化水平，使之成为乡村发展、延续和振

兴的基础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大文化扶持力度。要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

出预算，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建设水平。

二、要优化服务阵地。要积极整合各级各类文化资源，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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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村广

播室、志愿服务站、妇女之家及青少年活动、科普活动设施等阵

地整合、资源整合、功能整合和力量整合，打造服务群众、凝聚

群众的坚强阵地。

三、要组建专业队伍。要依托文委、文化活动中心、成人教

育中心等，大力培养农村文艺骨干、民间文艺社团，依托农村文

化能人、中小学教师、文艺爱好者等，组建乡村文化艺术团体、

志愿者队伍，在农村开展常态化文化活动。

四、要探索“乡土文化+”。房山区历史悠久，素有人之源、

城之源和都之源的美誉。要深入挖掘房山区农耕文化、民俗文化、

乡村景观文化等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乡

土文化+乡村治理”，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正能量，把传统道德约

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促进和谐稳定；以“乡

土文化+公共活动”，促进优秀乡土文化在发展中传承；以“乡土

文化+经济发展”，在自觉传承民风民俗的基础上，发展观光农业、

现代农庄和特色小镇等，使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使乡村成为宜业

宜居的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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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农村文化振兴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文旅局

房山是首都农业大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和有力支撑，区委、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始终统筹城乡融合发

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丰

富乡村文化生活，更好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

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乡村振兴持续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持续优化乡村文化服务阵地

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方针，逐年加大区乡两级财政投入，

通过改建、扩建和共建等方式，大力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目

前街乡级、村社级公共文化设施已实现全覆盖。自 2021 年以来，

先后共投资了约 4000 万元，对部分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

化中心（室）、老旧设施进行修缮、改造、升级，强化文化功能设

置及文化氛围提升，共实施了 20 多个修缮改造、广场建设、设备

购置项目。同时，按照标准化建设，逐年分批次对 103 个村社级

综合文化室实施基层文化设施达标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了 96 个

村、社区。

截止 2022 年底，房山区共有公共文化设施 1329 个，总面积

224 万平方米。其中：20 个乡镇综合文化中心、8 个街道综合文化

中心总面积 8.192 万平方米；社村级公共文化设施共 614 个，包

括203个社区综合文化室、411个行政村综合文化室，总面积25.34

万平方米；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1 个，总面积 0.019 万平方米；文

化广场 563 个，总面积 130.02 万平方米；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109

个，总面积 53.25 万平方米；社会力量举办的公共文化设施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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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0.758 万平方米。按照全区 131.3 万人核算，人均公共文

化设施建筑面积为 1.71 平方米。

二、持续挖掘乡村文化内涵

一是坚持面向群众，充分挖掘房山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持续

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逐步形成长沟北京国际长走大会、长阳

音乐节、周口店坡峰岭红叶文化节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二是深入开展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新年音乐会、春节百姓大

联欢、正月十五民俗展演等根植群众的活动，深受群众喜爱。三

是不断深化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持续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逐步形成了房山区周末大舞台、春节百姓大联欢、重阳诗会、4.23

世界读书日、相声俱乐部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特色。四是先后承

办举办两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活动启动仪式、四届北京西

山民俗文化节、四届“戏曲进乡村”暨京津冀精品戏曲展演、六

届京津冀曲艺邀请赛、两届“贾岛杯”全球华人诗词大赛等在首

都、京津冀及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五是各乡镇（街道）结合本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挖掘文化内

涵，突出文旅融合，吸引群众参与，逐步形成了周口店坡峰岭红

叶文化节、琉璃河梨花节、长阳音乐节、长沟北京国际长走大会

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三、持续强化乡村文化队伍建设

一是出台《关于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建立文化人

才激励机制，实施文化人才全员培训工程，从 2018 年开始，每年

固定投入人才培训专项资金，针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干部、

业务骨干和各类群众文化组织人员进行分批次培训，不断提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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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文化专干和文化组织员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2022 年以来，

共组织线上、线下基层公共文化专题培训 9 期，培训约 1100 人次。

为学习贯彻落实《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以理论中心组

学习、专题培训或以会代训等形式，先后组织各级文化管理干部、

各村社区文化组织员线上线下公共文化政策专题学习教育培训共

5 次。条例实施前，对各级文旅干部进行了线上培训，聘请参与《北

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编写的专家授课，条例实施后，又

分别组织文化专干、文化组织员、文艺骨干进行培训，并在各级

公共文化阵地进行宣传。

二是出台《关于行政村(社区)专兼职文化组织员的管理办法

（试行）》，为每个村、社区配齐文化组织员，打通公共文化最后

一公里，确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不断线。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文

化志愿服务，全区在册文化志愿者达 1126 人，固定文化志愿服务

队 10 支，广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为壮大文化人才队伍、丰富文

化供给、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提供了强力支撑。

四、持续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一是开展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项目。2021 年项目

总投资 1653.15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264.83 万元，主要是打

造 1 条精品线路，改造提升 8 个美丽休闲乡村、15 个休闲农业园

区、45 个民俗接待户、稻作文化遗产保护与提升，目前，项目已

竣工验收。2022 年项目总投资 235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850

万元，涉及改造提升 4 个美丽休闲乡村、4 个休闲农业园区、25

个民俗接待户，目前，正在进行财政预算评审。

二是开展低收入产业发展和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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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整合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和低收入产业项目扶持资金近1600

万元建设改造精品民宿 28 套，已于 2022 年 10 月底完工。2022

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扶持资金近3700万元建设改造精品

民宿 87 套，目前，已完成规划设计及预算工作，正在进行财政评

审，预计 2023 年 10 月底前完工。

三是开展周口店镇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重点打造精品民宿、

生态观光、休闲旅游三大产业集聚区，最终建设成为“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共同富裕的北京市践行“两山理论”示

范点。先期启动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 5000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精品民宿、特色农业种植、中医药文化 4 大项，

拴马驿站、特色种植产业、黄山店民宿、黄山店节点、泗马沟中

医药文化产业、村居提质、休闲产业配套等 7 个子项工程，目前

顺利通过终期评估，并成功入选中央党校乡村振兴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