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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花绽乡野
2024年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

“优化文化服务
和文化产品供
给机制”“建立
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机制”
写入其中。

农业农村部、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等相关部门印
发《开展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农村移
风易俗重点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方案》，一个个有
力举措破除陈规陋
习，一项项重大部
署厚植新风正气。

2022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2017年

国家启动广播电视村村
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

程，乡村文化信息传播渠
道大幅改善，村民文化生

活变得丰富。

1998年

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逐步完善乡村文

化服务体系。

1996年

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农
民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出
自己的心声，他们在自己
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
了自我教育，增强了自信
心、自豪感。同年起，全
国先后有100多个县开
展了有组织的农民画创
作，典型者如江苏邳州、
河北辛集、陕西鄠邑、上
海金山等。

195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
盲率高达95%。国家开
始扫盲运动，各地开办农
民业余文化学校、记工学
习班、识字班等，提高农民
文化水平。

194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推动
数字文化在农村普及，繁
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

2019年

2023年

我国建成村级
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超过 57
万个，农家书屋
58.7万家。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
明确了繁荣发展乡村
文化的目标和任务。

2018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你能想象在北方农村的玉米地里吹奏西洋乐器
的画面吗？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武强县周窝村，是一座被音乐
包围的村庄。走在村里，你会发现，无论街头巷尾还
是田间地头，到处都能听到西洋乐器发出的动人
旋律。

得益于当地乐器产业的发展，周窝村以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让音乐融入村民生活，建成融乐器生
产、音乐研学、观光旅游、文艺演出于一体的音乐小
镇，带动 3000多人就业。音乐产业使村民的物质生
活更富足，音乐也改变了大家的精神气质。茶余饭
后、农闲之时，村民们不再喝酒、打牌，而是三五成群
练习演奏乐器，自发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时光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周窝村，农民缺
吃少穿，农业生产基本上靠天吃饭。因为缺电，副业
也搞不起来，日子过得紧巴巴。吃饭问题尚未解决，
遑论文化生活。今昔对比，同样一个周窝村，“换了人
间”。而周窝村的文化变迁，正是中国乡村文明发展
进程的一个缩影。

7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
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乡村文化建设实
现从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的“送文化”，到构建完善
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村民在家门口“种文化”

“兴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
实，乡亲们精气神持续提升，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更富
活力，乡村文明绽放出新时代的瑰丽华彩。

建章立制，文化服务体系日渐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盲率高达 95%，一场全
国性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各地农村在完善
正规化学校教育体制的同时，积极开办农民业余文化
学校、记工学习班、识字班等，翻身做主的农民群众学
习热情高涨。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少掌握了文化知识
的农民主动行动起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如地方戏
曲、快板、秧歌等，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产
生活的热情。

乡村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场域和母题。20世
纪 50年代，一批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批文学
作品问世，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
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展现了中国农民的奋斗历
程和精神风貌。

响应毛主席号召，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农民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
出自己的心声，出现“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
仓”的生动局面。农民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
了自我教育，改掉了不良习气，增强了自信心、自豪
感，农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精神粮仓不断丰盈，曾经被
批判的民间艺术、戏曲曲艺等得到传承弘扬。1996
年，国家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逐步完
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1998年，国家启动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村文化信息传播
渠道大幅改善，村民文化生活日渐丰富。

进入新世纪，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有条件、有
能力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补齐包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在内的民生短板。伴随着“一手抓公益
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民生”
等文化发展思路的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加快建立。

在云南省大关县玉碗镇何家坡村，“流动图书
车”吸引了很多村民和孩子，志愿者们陆续为村民
和孩子们发放图书、文具等，领到书的孩子脸上洋
溢着喜悦。

大关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交
通闭塞、经济滞后，山里的村民文化生活贫瘠，他们对
文化知识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便背着背篓，装满书籍、文具，
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走进村村寨寨，将“精神食粮”
送到大山深处。受益于“背篓图书馆”，如今也是“背
篓图书馆”志愿者的刘向群说，“现在，我在镇上工作，
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读书有用，
读书可以带你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也可以选
择回到大山，用学到的本领建设家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
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在广袤乡
村，一家家农家书屋改建提升，一项项民俗活动热闹
非凡，一座座乡村文化礼堂亮了起来……农村文化建
设扎实开展，不断提振群众精气神。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
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截至 2023年底，
我国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 57万个，农
家书屋 58.7万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
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写入
其中。

文化滋养，农民精神面貌持续提升

“红艳艳的太阳宁夏川，红丢丢的枸杞亮
人眼，红彤彤的脸蛋笑开颜，红火火的日子好

喜欢……”傍晚，在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文
化站内，一首首歌唱农村新生活的歌曲通过一台大
音箱，传遍村头村尾。

这支农民合唱团的成立，缘于 2019年中宁县文
化馆干部李震宏在一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被当地
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所打动，于是在此创建了
农民合唱团，想让文艺真正扎根乡野。如今，村民越
唱越舒心，唱出了文明乡风，还在各类比赛中屡屡
获奖。

“我们歌里唱的‘树高么千尺离不了根，宁夏人最
念党的恩’，就是我们心里最想说的话。”团员敖志立
回忆起昔日的生活，“一看见蓝天就害怕，不下雨，人
喝的水都缺乏，生存全靠国家救济。那个年月，人们
连饭都吃不饱，哪里会有闲钱去搞文化活动呢。”

三十多年前，大战场镇曾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
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的荒滩，在国家帮扶政策下，
部分贫困群众从祖辈生活的西海固地区离开，千里跋
涉到大战场镇，战风沙、拓荒地，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

“干沙滩变金沙滩”的新生活。
如今，出彩的文化文艺活动，让村民的生活更加

充实，精神风貌不断提升。经常登台，村民们变得越
来越自信开朗；经常互动，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
融洽；经常比赛，村民们在深度沉浸的赛事体验中，与
本土本村产生了更牢固的情感联结……

近年来，“村BA”“村超”等“村味”体育活动走进
全国人民的视野，大放异彩；律动在村头巷尾的广场
舞，越来越有艺术范和时尚感；接地气的特色“村晚”，
不断与特色节庆节日、民族文化传承、旅游产业发展
相融合；农民阅读量不断提升，为乡村振兴注入知识
力量；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让城乡群众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都更丰盈；艺术乡建用美的力量点亮着乡村，
让乡村更美好。同时，各地着力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
护，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古镇、古村
落、古建筑、农业遗迹等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戏
曲曲艺、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活态的乡土文化传
下去。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遍吹广袤田野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是缔结
婚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的一份寓意喜庆的物品。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家庭必需物品“4 合 1 工
程”，即桌子、凳子、柜子、床和衣柜；到七十年代的“三
转一响”，也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再到
八九十年代的“4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
进入 21世纪，彩礼金额火箭式上升，出现“万紫千红
一片绿”“九斤红”“金山绿水”等现象……几十年
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彩礼一步一个台阶涨上去。

天价彩礼让部分群众对婚姻望而却步，损
害了社会正常的婚姻秩序，往往还会为婚姻
生活埋下“定时炸弹”，成为夫妻婚后吵架等
不和谐事件的导火索。有的家庭举家负
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因此返贫
致贫。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
风，移风易俗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天价彩礼，如何才能告别“天
价”，回归“爱”与“礼”？

2022 年，农业农村部、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
门印发了《开展高价彩礼、大
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
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
新治理方式、形成长效
机制。

今年年初，福建
省三明市大田县的
魏丽华与丈夫完
成了结婚登记，
没有收彩礼，而
是为父母缴纳
了养老保险。

“县里
倡导‘不送
彩礼送保
障’，女
婿可为
岳父、
岳母

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满15年后，岳父、岳母每
月可领取一定数量养老金。”大田县民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桂珍说。当地通过征求意见，还提出
了彩礼的倡导性标准，即彩礼不应超过近3年全
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切实减轻了人
民负担。

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价彩礼”，理应
兼顾社会效益与传统的人情理念。河北河
间，23对新人参加低彩礼集体婚礼，领取
新婚文明家庭证书和新婚贺礼；江苏苏
州，“乘着地铁去结婚”成为城市新品
牌；重庆涪陵，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
车……婚恋新风尚，日益在城乡年轻
人中流行。

多年来，各地多部门联合发力
系统化施治，通过细化村规民约、
规范红白理事会章程、建立“新
风食堂”、给予礼遇嘉奖、提升
农村养老保障力度等方式，培
育红白喜事“适度办”的文明
乡风，引导农民参与其中，
农民的人情、宴席、彩礼等
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思
想认识和行为习惯逐
渐发生改变。

走过75年，中国
农村逐渐告别了封
闭落后、陈规陋
习，淳朴清朗、向
上向善的文明
新风激荡在广
袤田野间，获
得感、满足
感洋溢在
亿 万 农
民的笑
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