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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发挥精神文明建设

的功能，为民族精神铸魂、为乡村振兴赋能。现阶段，农村精神文明领域在农民社会主义信仰、乡村社会秩序

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提升的现实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供给的物质基础、供给主体、供给内

容以及供给方式上还存在有待进一步突破的实践难点。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要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统筹优化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村精神文明供给效率，促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习近平文化思想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继续锲

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①。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指出: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②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

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③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 70 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显著进步，但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仍存在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更加突出④。农村精神文明发展滞后仍

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⑤。当前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些地方的文化建设活动

相对单一，内容缺乏思想性、针对性、亲和力; 有些项目因缺乏有效管理和引导，沦为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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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象工程①; 有些农村的地方文化因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处于一种相对混杂的状

态②。由此可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有待提高。新时代加强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

解决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简单粗放与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转入更

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因此，党和国家要满足广大农村地区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与时俱进，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

新时代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既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

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又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意涵

习近平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③。从中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来看，新时代之前主要偏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科技助

农惠农、文化下乡、农村教育等外在性、浅层次、器物性的精神文明建设④，属于广义精神文明

建设范畴，尚未充分触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层面。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是对前一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化与提升，旨在深入精神文

明建设的本质层面，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水平和效果，属于内在性、深层次、文化性的精

神文明建设。整体而言，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围绕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⑤ 的使命任务，深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领域，旨在提升农民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满足农民群众更高水平、更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形成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农村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

全面、深刻、根本性变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能够使乡村的精神风貌、人居环

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动力、丰润道德滋养和良好文化条件。“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

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⑥ 总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阶段的发展方式，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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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阶段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粗放发展和低质低效发展的扬弃，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精神与物质存在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推

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这一客观规律，在精神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其重要

意义。

( 一)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在农村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最为明显的是农村精神文明的 “洼地”现象。显

然，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尽快填补精神文明建设的 “洼地”是破解农村社会发

展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

平、质量和效益，更好地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更好地弥补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有效解决

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为民族精神铸魂。“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

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① 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深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层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民，为中

华民族精神铸魂聚力。

凝聚全社会精神力量。“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② 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要认识到，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③。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农民的 “四个自

信”、促进农村的文化振兴，壮大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提升精神文明的独特功能。辩证唯物主义 “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

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功能。科学理论

能够引路指向，正确舆论能够凝心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凝聚共识，优秀文化产品能够

振奋人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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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因而能够更好地发挥精神文明的独特

功能。

发挥精神文明的反哺作用。“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① 精神文明

对物质文明具有显著的反哺作用，当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乡村

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

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②

( 二)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

兴、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和力量源泉。

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

兴，旨在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无论是从乡村振兴的

要素、内容、手段来看，还是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来看，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精神生活富裕都指向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③ 只有实现思想文

化振兴和精神文明振兴，乡村振兴才会持久长远。

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

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要为农村培根铸魂，就必须推

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④ 只有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高广大农村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效果，坚定

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为农村和农民立心铸魂。

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生机活力。这项滋润人心、德

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必然能够解决农村精神文明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遇到的实践难点，进一步促进精神文明与经济基础的协调适应，放大精神文明建设对乡村振兴

的促进作用和推动功能。通过有力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实用技能教育，提高农村居

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干事创业的能力，促进人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

撑、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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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

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①。因此，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必

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时俱进，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当前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实践难题与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农民思想道德观念有所进步，文化基

础设施得到增加②，“基层文化建设大为改观，但依旧存在不少问题”③。“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④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分析新时代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既包括农村精神文明领域

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践难点。

( 一) 当前农村精神文明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精神文明领域既面临一些长期性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

农民社会主义信仰需要进一步强化。在某些地区，农民群体中出现社会主义信仰和集体主义

意识淡化的现象。这可能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观难以入心入脑; 看手相、

看风水、跳大神、求神拜佛、“烧头香”等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一时⑤; 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各

类宗教影响力增强、信教群众增加;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有所

滋生。

乡村社会秩序有待进一步提升。某些乡村的社会秩序中出现人际交往货币化，人情往来的

“份子”负担日益沉重; 经济、土地、邻里、家庭等纠纷增多; 法治观念不强，契约精神有所欠

缺; 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亟须提高，社会调解机制需要强化; 基层组织涣散化、干部作风不实化有

所显现⑥。特别是有些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制作用面临失效。在部分农村地区，一定程度上存在扶

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社会公德弱化，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商道式微，敬老爱幼、兄友弟恭的家

庭美德面临失传的困境。

文明乡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农民的过重物质观念可能冲淡 “文明乡风”。在部分农

村地区，农户间相互攀比，吃穿用度讲排场比阔气，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礼金名目繁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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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43 － 244 页。

参见杨宏杰: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若干思考》，《农业经济》2022 年第 5 期。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5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89 － 290 页。

参见闫红果: 《乡村能人“烧头香”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基于浙北 H 市的考察》， 《科学与无神论》

2022 年第 6 期。

参见蒙象飞: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状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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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薄养铺张浪费; 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滋生; 打麻将、玩扑克、喝大酒等吃喝玩乐现象以及黄

赌毒之风滋长①。部分农村青年婚恋关系中也出现了物质观念过重现象。爱情婚姻货币化，天价

彩礼让人“娶不起”; 因婚致贫、因婚致困现象增加; 感情纠纷、婚姻纠纷、财产纠纷增加，离

婚率逐年攀升; 农村青年找对象难、结婚难问题显现。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有待进一步弘扬。过度 “娱乐”现象可能挤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正面临衰弱风险; 戏剧、说书、二人转、武术、杂技等民间艺术存在衰弱危

险; 一些非物质文化传承有所受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受解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化文润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农村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相较于城市有所落后; 文化建设人才稀缺，文

化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前，短视频等网络新媒体影响广泛，然而部分涉农网络

内容为了吸引流量，选取丑怪、苦情演绎等低俗题材，封建迷信、拜金主义、享乐思想等问题有

所显现。网络信息出现的品位日益低俗、节目内容日益庸俗、题材风格日益媚俗的苗头，对推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可能破坏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根脉。

( 二) 当前农村精神文明领域问题症结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践难点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 伴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市场环境、城乡之间、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已产生深刻

变革，农民深度参与进市场经济中、农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农村参与到城乡要素流通中③。农

村精神文明领域出现的暂时性问题正是改革开放快速变迁的反映。这一变革折射出中国推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农村精神文明发展方式的简单粗放、供给不足和

供给效率不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华丽的文化地标，对面向基层群众

的文化服务重视不够; 一些基层文化场所利用率不高，有的农家书屋处于闲置状态，有的文化站

或文化中心被长期挤占挪用; 一些文化服务不合群众口味，有的农村电影放映片源陈旧、观众寥

寥，等等。”④ 显然，这是当前中国农村精神文明领域面临一定程度上农村社会失魂、农村文化

失根、农村治理失序风险的症结表现⑤，外部环境的不利放大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身的低

质低效。具体来看，实践难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供给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成果显著，但在真正能

够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投入上还不足，造成了基层组织对农村精神文明的 “塑形”和

“铸魂”能力微弱。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文化公共空间的打造相对滞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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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后的情况难以对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足够的物质支撑作用，制约了农村精神生活的发

展与进步①。

其二，供给主体存在一定虚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支权属清晰、责任明确、专业

高效的供给队伍。现阶段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际情况是缺乏专责的主体单位和供给队伍。

虽然党和政府的相关制度赋予农村基层组织一定的精神文明建设职责，但精神文明建设并非这些

部门的主责主业，使其很难集中精力从事精神文明的生产供给。农村基层干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能力不足、方法欠缺、底气不硬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是不是

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 我看是存在的。”② 部分农村地区 “新

乡贤”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乡村本土精英和青年人才大量流失，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人才极度匮乏。精神文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供给主体虚化和供给能力弱化问题，导致农村精神

文明供给相对不足。

其三，供给内容尚不能满足农村需求。从既往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看，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主要侧重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村容村貌整治、发展农村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下乡

等相关活动。但很多供给都是基于上级任务，是由供给者视角决定的，未能充分从农村实际和农

民的真实需求出发，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农民参与的主体性不强③。农民真正所需

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风味、反映农村生产生活、反映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

务，在生产供给中有所缺失。农村精神文明供求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使得农村精神文明供

给效率不高。

其四，供给方式相较于城市单一。农村精神文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渠道主要有政府供给、农

民自我供给、传统文化供给、市场供给、民间文化供给、城市精神文明派生等。由于农村传统文

化式微、农民自我精神供给能力不高、民间乡土文化出现衰落、市场文化供给动力有所不足，农

村精神文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府供给又主要来源于上级下派的政治宣传任务和

文化工作。供给方式的相对简单没有能够充分满足农村发展实践的需要，造成了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目标”与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的 “脱节”。

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敏锐把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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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克服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强化农村精神文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村

精神文明供给效率。

( 一) 畅通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供给路径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简单增加投入、配套设施，关键是要创新思

路和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把 ‘硬件’建设和 ‘软件’建设

结合起来，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覆盖面和适用性”①。

农村精神文明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受益上的非竞争性。因此，推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应以政府生产供给为主，通过政府生产供给引导拉动其他生产供给路径。精神

文明是行为者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言谈举止的反映与产物，因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仅靠

上级或外部供给，还要依靠农村的自我生产、自我供给。精神文明的载体既包括文化事业又包括

文化产业，前者主要依靠政府生产供给，后者则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生产供给。文化产业的兴盛能

很好地带动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市场手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推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

短板和难点。全社会的共同帮助和支持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一些社会团

体、民间协会、慈善组织开展的文化志愿服务和慈善捐助。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构建一个

“双主体、双辅助”的生产供给路径网络，即以政府供给和农民自我供给为双主体，以市场供给

和民间志愿供给为双辅助，既充分展现政府、农民、市场和社会的各自作用，又充分发挥多元主

体间的协同作用。

政府供给路径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更应注重对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先导性、

基础性、战略性的产品和事业的供给，如理想信念、教育、科技、人才、人居环境、乡村治理、

公共文化设施等的供给。农村的自我供给更接地气、更符合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注重对地域

文化、乡土文化、民间技艺、农耕文明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弘扬，要注重对村庄院落的修整、邻里

关系和家风民风建设、个体文明行为等的养成。农村的市场供给路径更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因

此更应注重对农村文化产业的生产供给，如节日节气文化建设、婚丧嫁娶仪式文化服务、非物质

文化服务、民间技艺传承服务、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生产、农村影视作品服务等。民间社会的供给

更具有志愿性、无偿性、慈善性和专业性，能够更加精准地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些具体文

化形式的发展，提供更为专业的文化服务，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精神享受。构建这样一个 “双主

体 + 双辅助”的生产供给路径网络，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不同主体和不同路径的优势长处，而且

可以相互支撑，协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概言之，就是建立起一个 “有力政府 + 有

效市场 + 有为农民 + 有道社会”的供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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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优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方式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包罗万象、事务繁多。“当前，社会上思想活跃、观念碰撞，互联网等新

技术新媒体日新月异，我们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使精神

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① 这要求农村精神文明的供给主体，也要像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

导工作的主体一样，“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

‘几把刷子’”②，要在加强思想教育、生产供给、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和供求管理的同时，不断

优化农村精神文明的供给方式。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形式。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必须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尊重农民、信任农民，不能以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视角开

展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与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有效结合起来，要大象无形、润物细无声，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 “八个

统一”。在数智化时代，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

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③。

优化供给方式方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向农村地区供给党的理论、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文明风尚以及文化产品与服务。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就是 “要推进文

化领域供给侧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

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④。政府供

给可以根据不同产品和服务内容，灵活采取政府直接供给或外包、采购、合作等多种方式，充分

结合地域化差异，匹配不同地区的不同需求。

优化实践养成方式方法。“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实践行为对人的道德品质、思想境

界具有重要的养成作用。精神文明建设 “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⑤。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化实践养成方式方法，把精神文

明建设“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实际行动”⑥。

优化精神文明的制度保障。制度建设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⑦，精神文明建设要用

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能够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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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司法行政行为等都置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统摄之

下”①。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 “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

的言行，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②。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将制度渗透到人们衣食住

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让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制可循、有规可依，设置激励与约束机制，让遵守

制度的人得到表扬和利益，让违背制度的人受到批评和惩罚。

优化精神文明的供求管理。习近平指出， “我多次说过，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

理”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靠生产供给，还要依靠管理。农村精神文明的管理包括生产供

给管理和消费需求管理。生产供给管理方面要把住出口，不能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和个体低级趣

味，要着力满足农村公共文化的本质需求。消费需求管理方面要积极引导农民个人需求向善向

美，杜绝沉迷于低级和庸俗的文化需求。

( 三) 丰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丰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需要结合农村精神文明现存的问题与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践难点，有的放矢，增强举措的针对性。

把握农村意识形态工作导向，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

展，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以 “五级

书记”为“带头人”，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统筹把握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导向、阵地和队

伍建设。宣传思想部门的干部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意识和能力水平，站稳政治立场，提高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

主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

教育，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际的看家本领，增强阵地意识，克服本领恐慌，

努力成为善于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敢于进行思想斗争，“宣传思想战线的同

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 ‘骑墙派’和 ‘看风派’”， “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

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④。要发挥好政德的

风向标作用，基层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

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⑤。

巩固农村基层良法善治的治理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良法善治的生产供给。良法善治是农村精神文明的治理基础，要

学习和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另一方面，要特

别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是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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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有强大的教化滋养和潜移默化的功能。要加大和合文化的传承弘扬。“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和合文化思想，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实生

物、和气生财的和合文化对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滋养润泽作用。要发挥和美村规民约

的作用。中国农村有“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

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①。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与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

深入农民的人际往来、职业工作和家庭关系，培育其社会基础，如大力推广精神文明积分制、道

德评分超市、精神文明红黑榜等做法。把道德教化作用和法治保障作用结合起来，强化道德与法

治的双向支撑，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

障”②。

培育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

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

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③。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

量发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从娃娃抓起，做

到润物细无声。“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

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④，达

到日用而不觉的效果。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精神文明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只

有以集体经济的发展筑牢文明乡风的物质基础，才能全面提升农村精神文明程度⑤。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和婚姻美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重视家庭亲情，形成了家和万事兴、尊老爱幼的家庭观念，也孕育了两情相悦、相敬如宾的婚姻

观。这些婚姻家庭美德具有强大的观念滋养作用，有助于抵制婚姻生活物质化的倾向。弘扬优良

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家

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只有形成好家风，社会风气才能更加清朗。

加强农村网络空间建设，以网络新媒体提升农村文化建设水平。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

量发展，一是要改变涉农网络信息内容存在的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现象，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坚决清除互联网

的“灰色地带”，弘扬主旋律、高唱好声音、汇聚正能量，让网络空间成为涵养农村精神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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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阵地和精神家园。二是要利用好网络新媒体弘扬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农耕文明 “是中华文

化的鲜明标签”，“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

求”①，保护传承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农事节气、生态伦理、农业景观; 保护传承具有

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民间艺术、祖传家训、乡风民俗;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

土文化传下去，将“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

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

采”②。三是要把文化下乡与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结合起来。在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新形势下，“鼓励

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

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

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③。

结 语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又是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其推进必须全面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习近平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贯彻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破立并举的原则。在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资源要素投入、优化农村精神文明供给方式、畅通农村精神文明供给路径的基础上，从村情民意

出发，制定针对性举措，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农民生产生活，探索 “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

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

得住乡愁”④，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长效

化和常态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为乡村振兴其他领域的工作开展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丰润道德滋养、良好文化条件，从而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李任杰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龚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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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segregation may weaken publicity effectiveness，resulting in“dilution”risks; cultural limitations and the“hollow”

phenomenon may lead to the“objectification”risk for the content of publicity. Therefore，exploring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publicity，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today.

· Academic Views ·

The Issue of“Ｒeal Movement”in the Theory of Communism: A Core Topic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unism

by the Ｒadical Left in Contemporary West Li Jian ( 94)………………………………………………………………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various discourses on the revival of communism have continued to emerge in Western

academia.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real movement”issue within the theory of communism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sm，left scholars in the West，represented by Negri，Hardt，Badiou，Ｒanciere，and

Zizek，argue that interpreting communism as a real movement that breaks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capitalism is a core topic

within the theory of communist. They follow a logical progression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capitalism

to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sm in terms of preconditions，developmental lines and

value objectives. Thes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unism，to some extent，return to the original intent of Marx ＇s idea of

communism，reaffirming the value-based goal of achieving human liberation. However，they also weake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foundation of the idea of communism，ultimately leading their theories of communism to reach only a limited

height.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Ｒ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 Ｒenjie and Gong Yun ( 105)………………………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necessary s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rural China in the new er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better leverage the function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fostering national spirit and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ly，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ield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such as the socialist beliefs of farm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ural communities. Additionally，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regard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supply，the source

entities of supply，the content of supply and the methods of suppl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it is important to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adhere to hi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s fundamental guidelines. We must maintain a problem-

oriented and goal-oriented approach，optimally coordinat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lements for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strength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pply for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advance the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and on that basis enabl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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