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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保障。十八大以来，河北省的乡风文明建设既有成功经

验，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推进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应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养 ；

切实发挥乡民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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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及缘起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其中之

一就是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

高。”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乡

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十八大以来，河北省高度重视乡

风文明建设，在取得显著成绩的

同时，仍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

农民精神文化贫乏、乡风文明建

设主体不明确、体制机制不完善

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振

兴。与此实际相对应的是，学术

界专门针对河北省乡风文明进行

的系统性研究少之又少，因此，

对河北乡风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并

提出实践性强、操作性强的建设

路径就成为当前河北省乡风文明

建设的紧迫任务。

目前学界对“乡风文明” 的研

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关于乡风文明概念、

内涵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乡

风文明”是乡村地区形成的文明

风气。朱启臻（2007）认为新时

代的乡风文明具有全新的内涵，

建设乡风文明要体现“三对融

合”即 ：传统与现代、乡村文化

与城市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

文化的融合。赵增彦（2010）认

为，“乡风文明”就是使农民的

综合素质逐步提高，形成崇尚文

明和科学的社会风气。郑百灵、

周龙仁（2016）认为乡风文明是

一个综合体，涵盖思想道德、文

化风俗等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专家学者对“乡风文

明”的概念界定各有侧重，但却

一致认为乡风文明的内涵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地而异，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时代变化

而变化，这也意味着乡风文明的

培育形成过程必定漫长而复杂，

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是探讨乡风文明建设的

主要内容，也就是建什么的问

题。多数学者认为，乡风文明建

设应主要包括农村先进文化建

设、公共服务建设、乡村公民道

德建设、社会风貌建设以及新型

农民培育建设等诸多方面。

三是对乡风建设主要存在

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及制约因

素等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文

明乡风建设面临着乡村文明衰

败、社会风气式微、宗教文化盛

行、农村文化建设落后等诸多挑

战。郑自立（2016）、欧阳雪梅

（2018）、黄昕（2019）等学者都

持类似观点。 

四是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思考。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文化嵌入”建设论、“价值引

领”建设论、“体制机制”建设

论等。唐兴军、李定国（2019）

认为文化嵌入是乡风文明建设的

有力抓手，应在文化嵌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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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 ；欧阳雪梅

（2018）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丰富公共文化产品

供给、加强乡土文化人才培训、

培育乡贤文化等措施推动乡村文

化振兴 ；李静（2018）认为乡风

文明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三个机

制”来实现 ：一是现代农民文化

素质培育机制，二是现代乡村文

化事业、产业发展机制，三是乡

村民俗文化传承、发展机制。

国外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

“乡风文明”概念，但日、韩等

国在具体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积累

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比

如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发

展乡村经济与提升农民文化素质

并重等等都值得参考。

综上，学界的这些研究深

化了对乡风文明的认识，充分肯

定了乡风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的重要意义，提出的建设乡

风文明的有关建议也为继续深入

研究乡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较为

笼统，多为泛泛地谈如何建设乡

风文明，所谓“三里不同风，五

里不同俗”，实际上中国乡村由

于地理位置差异、历史沿革不同

等原因造就了风俗传统不同，乡

情、乡风差异极大，这就有必要

针对乡土乡情，对乡风文明进行

更加具体细致的研究。与此同

时，专门针对河北乡村乡风文明

建设的研究极少，特别是十九大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针对河北

省乡风文明建设的相关系统性研

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正是该研

究的主要立足点。

二、河北省乡风文明建

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课题

组通过实地走访、座谈、深度访

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石家

庄、廊坊、保定的部分农村地

区进行了调研，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卷 197 份，回收率为

98.5%，有效问卷 186 份，有效

率为 93%。问卷共设置有关乡

风文明建设的 15 个问题，主要

包括对乡风文明的了解程度、当

前乡风文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存在的不良习俗、农村的公

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通

过调研发现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

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制约因素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 ：

（一）现代化进程中乡风失范

长久以来，受燕赵传统文

化的影响，河北乡村民风淳朴，

人们守望相助、诚信向善。近些

年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下，乡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

市场经济求富逐利的本质也对传

统乡风造成很大冲击。在与村民

的深度访谈中发现，有近一半的

村民认为现下的乡风不如以前，

互帮互助的传统受到冲击，在

邻里遭受困难时，25.8% 的村民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态度，22.3% 的村民选择持观望

态度，51.9% 的村民表示愿意帮

助。在针对“农村存在的不良风

俗”情况调查中，42.6% 的村民

认为当前农村普遍存在铺张浪费

现象，特别是红白喜事都要搞排

场、讲攀比 ；37.8% 的村民认为

乡村仍然存在陈规陋习，宅基地

看风水、占卜算命等迷信问题也

不同程度存在。此外，孝老爱亲

的传统美德也遭到严重挑战，问

卷调查显示，39.75% 的村民认

为，现在农村挣钱难、收入低，

赡养老人对自己是很大的负担。

传统乡风遭到巨大挑战。

（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

弱，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

由于城乡两极分化，农村

的文化建设投入一直严重不足。

在针对“您村里有什么基础文化

设施？”的情况调查中，60.24%

的村民选择“村广场或学校操

场”，22.57% 的村民选择“农家

书屋”，17.19% 选择“都没有”。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多集中在县城周边

和一些较大的乡镇，文化基础设

施差或是没有的村庄一般距离县

城和城镇都较远。乡村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薄弱、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贫乏是我们调研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不论是经济实力稍好的县

城地区还是经济基础差一点的山

区，这一问题都突出存在。相当

一部分村民表示，只有在庙会等

重大活动时才有机会欣赏到戏

曲、民俗表演，52.46% 的村民

将“看电视或看手机”作为日常

的娱乐方式，28.33% 的村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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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打 麻 将 玩 牌， 仅 有 6.21% 的

村民选择锻炼健身。

（三）部分县、乡（镇）、

村三级政府职能缺失，农民建设

主体缺位

调研中发现，由于长期以

来受重经济轻文化思想影响，很

多县、乡都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发

展经济上，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加之乡风文明考

核指标不够明晰，一些地方推动

乡风文明建设的思路不够清晰，

措施也不够有力。有的地方即便

出台了实施方案，但仍以政府强

力推动为主，忽略了农民的主体

地位。问卷调查显示，18.7% 的

村民表示对“乡风文明”基本了

解，35.6% 的村民不知道什么是

“乡风文明”，更别提如何建设乡

风文明。

三、河北省农村乡风文

明建设的路径思考

（一）大力发展乡村教育，

烛照乡风文明的传承

“乡村学校作为农村少有的

文化机构，是几千年来人类得以

传递和延续的源头。过去乡校那

悠扬的钟声既是村庄生机的宣

扬，更是乡村文化的载体。”然

而自 2001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

来，乡村学校被大量地撤并。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统计，1995

年，全国农村小学 55.9 万所，

学生数 9306.2 万，到 2015 年，

仅 剩 11.8 万 所， 学 生 数 2965.9

万 ；1995 年， 全 国 农 村 初 中

45626 所，学生数 2659.8 万，到

2015 年，仅剩 16991 所，学生数

702.5 万 ；1995 年，全国农村高

中学校有 3112 所，学生数 113.2

万， 到 2015 年， 仅 剩 668 所，

学生数 77 万。下面这张图表可

能让我们感受更直观 ：

与这一串数字同时消失不

见的，是乡村田间孩子们的琅琅

读书声，是村路上孩子们上下学

追逐打闹的身影。有的学者直言

不讳 ：撤点并校“改变与切断了

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动摇

了乡土教育的基础。” 

而今，虽然撤点并校已经

叫停，但乡村学校的发展仍面临

着重重困难，不仅数量锐减，且

基础设施较差，师资水平不高。

如何让乡村教育的灯火烛照起乡

村未来的希望，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重大课题。一要大力改善

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优化乡村教

师队伍，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让教师在生活上无后顾之

忧，安心教书育人。二要以传承

乡土文明为旨归，调整乡村学校

办学理念，倡导乡村学校引导学

生认知、了解家乡的自然、历

史、社会，正确认识乡村文化的

价值，感受家乡变化和发展 , 激

发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深厚情

感。三要以“新课改”为契机，

尝试构建体现地方特色的乡土教

育课程。

( 二 ) 切实发挥村民的主体

作用

乡风文明建设不是流于形

式，建几个文化活动室、添几样

文化设施的文化面子工程，其建

设目标是为了提高农民整体素

质，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营造和谐的社会风气，因此农民

才是建设乡风文明的主体和主

角。一是强化“文明乡风”观数据来源 ：2016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表　1995—2005 年期间全国农村学校减少情况

指标

小学

初中

高中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生数

单位

万所

万人

所

万人

所

万人

1995 年

55.9

9306.2

45626

2659.8

3112

668

2015 年

11.8

2965.9

16991

702.5

113.2

77

减少量

44.1

6340.3

28635

1957.3

2998.8

591

减少率（%）

78.89

68.13

62.76

73.59

96.36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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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让村民

了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

要性。真正的改变源自内心和自

身，只有每位村民真正意识到乡

风文明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才能自觉主动从自身做起，

从自家改变，才能让乡风变得更

好。二是创新方式，积极调动村

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激发

村民的积极性，浙江、广东等多

地探索推行乡风文明积分制，将

陈规陋习和文明现象细化为条

款，遵守文明现象就有相应的积

分，沿袭陈规陋习就相应的扣

分，以月或季度为期、以家庭为

单位进行积分兑换，不同积分对

应不同的生活用品。积分制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家在言行举

止、文明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

更加注意，更加“讲究”，不仅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社会风气也

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建设乡风

文明的思路措施不妨在河北省推

而广之，大力借鉴。

（三）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重要作用

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

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

会文明程度。”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担负着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

步的重要使命，对提升全社会文

明程度有重要作用。自 2019 年

党中央启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这项重大决策部署以来，河

北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有序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30 个、乡镇实

践 所 317 个、 村 级 实 践 站 2825

个，在服务群众、凝聚民心、汇

聚民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后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力 ：一是以学习宣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首要任务，切实提高群众的思想

觉悟。突出围绕总书记关于河北

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全面小康一

个都不能少”等重要观点，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知识竞猜、

河北地方戏、相声快板、“板凳

课堂”等形式进行传播，让群众

记得住、用得上，切实入心入

脑、落地生根。二是以弘扬燕赵

文化、反映时代新风为重点，大

力倡导新风尚。深入开展移风易

俗活动，利用乡村文化墙、宣传

栏、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等形式

大力宣传新风俗，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村规民约，完善村民议事制

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

培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

[1] 朱启臻.新农村 ：乡风文明[M].

北京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2] 赵增彦 . 经济欠发达农村乡风

文明建设研究 [J]. 理论导刊，2010.（8）.

[3] 郑百灵、周龙仁 . 欠发达地区

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J]. 求实，

2006，（11）.

[4] 唐兴军，李定国 . 文化嵌入 :

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现

实路径 [J]. 求实，2019,(2).

[5] 欧阳雪梅 . 振兴乡村文化面临

的挑战及实践路径 [J].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2018,(5).

[6] 李静 . 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路

径 [N]. 丹东日报，2018-12-10( 第 4 版 ).

[7] 李向东 .“后撤点并校时代”

的应对路径［J］. 教育评论 ,2013,( 5).

[8] 杨兰 . 构建乡土教育课程促

进乡村文明回归———以贵州长顺县

乡土教育实践为例［J］. 教育发展研

究 ,2013,(Z2）．

（作者单位 ：河北省委党校文

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 ：康伟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