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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工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

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的建设和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区别于城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表现为：农民的

弱主体性、服务内容的单一性和服务建设的分散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新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还存在

着覆盖面广但参与度不高、供需错位，农民满意度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需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

的针对性，发挥农村“能人”的作用，促进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的协同作用来更好的发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

农村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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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提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

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农村文化公共服务是农村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长久以来，农村公共

文化领域吸引着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问题，左兰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

在供给过剩、无效供给等状况，应该完善村民参与制、畅通村民的表达机制以及完善文化供给机制。[2]甄

惠认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缺少对于农村居民认知服务和文化需求的考量，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发

展程度的农村居民，提高农村公共文化的实效性。[3]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措施方面，萧子扬讨论了

公共图书馆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内在契合的可能性和途径。[4]孙浩通过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应该从技

术、主观感、互动性等多个方面提升演出的“送戏下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5]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实效问题，刘玉堂认为新乡贤在促进社会资源的参与、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畅通农村居民的表达

渠道、引领农村的文化消费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6]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方面，李国新研究了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过程中政府购买的政策与机制的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从承接机构、社会化发展政策体系、政府监

管机制等方面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政府购买机制的完善。[7]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

新时代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和特征，以及新时代下农村公共文化转型的困境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

深入。 

1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特点与意义 

1.1  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公共文化服务是为了满足公众对文化的一般性需求，向其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行为以及相关制度和

系统的总称。[8]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简单来说，也就是向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根据中国在 2015 年制定的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中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修建和完善，主要有农家书屋、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等。其次是农村公共

文化产品的供给，以农村文化惠农活动为主要代表，主要措施有送电影、戏剧下乡等文艺汇演、有线电视

和电台的供给。此外，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也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 后还有与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有财政保障机制的建设和服务人员的配给等。 

1.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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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农村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弱主体性 

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表现出一定的弱主体性，这种弱主体性与城乡发展不平

衡、农村的空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居民文化素质相对城市居民还

有着一定的提高空间，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往城市，老人、妇女、儿童占据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这些

群体的文化素养有限，获取信息的途径较为单一，对新技术和新渠道的掌握有待熟练。其次，这些群体对

文化的需求表达较弱，农民对文化的需求随着农村物质生产条件的富足也在发展，但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的过程中农村居民自觉发声的意识和习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发声途径还不成熟，政府较难完全掌

握农村居民对文化的需求。 后表现在农村居民的主动性不高，当前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农村

居民表现出较强的被动性，农村居民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组织性和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农村居民还未成为农

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更习惯于被动的接受，这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质量有

更高的要求。 

1.2.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一性 

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相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与农村自身发展的局

限性有关，农村的规模和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大规模与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

对农村的压力也较大。此外，农村的文化市场也尚未成熟，政府是农村文化服务提供的单一主体，城市的

提供主体相对多元，文化市场较为成熟，政府通过市场可以推进城市居民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政府的单一提供也较难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容易使公共文化服务带有

严肃或刻板的印象。 

1.2.3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分散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分散性与中国农村分散且相对独立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分散性不仅制约

了单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规模，使得其无法像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一样以社区、街道等为单位规模逐级扩

大，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同时也加大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管理难度，增加了建造成本，还加

大了专业文化人员的配给难度。这种分散性同时加大了农村与乡镇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之间互动的难度，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文化传播和发展的滞后性，增加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建设的难度。 

1.3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作用和意义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短期来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脱贫攻坚战的深层次保障。2020 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脱贫不仅仅意味着在经

济上脱贫，更意味着在思想和文化素质上脱贫。长久以来，贫困地区相对落后的生产观念是制约贫困地区

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使贫困地区脱贫后返贫的风险加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农村居民获取科学知识和

学习社会主义先进价值观的重要保障，对提升农村居民的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关键的作用，有利于从根本上

解决贫困地区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问题。 

其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乡村振兴战略起着重要的作用。2018 年 1 月开始施行的《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

推动力，也是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农村文化的繁荣和复兴有着积极的作用。农村文化反映了

农民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9]也只有乡风文明，农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大好局面才能长久的保持下去。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则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举

措，是农村居民文化知识和文化活动的重要源泉，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传承和发展乡土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

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提高农村居民的个人文化素养，丰富农村的文化活动

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够推动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加快农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与困境 

2.1  覆盖面广，参与率低 
自从中国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迅速，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覆盖面迅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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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农家书屋为例，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建成农家书屋 60 多万家，数字农家书屋 3 万多家，累计向农

村居民配送图书 11 亿册。[10]农村文化服务中心，农村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但是部分基

础设施使用的频率较低，部分农村居民对这些基础设施的了解不够。以山东省某地为例，58.7%村民认为

本村没有农家书屋，25.1%村民没去过本村农家书屋，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较为普遍。[11]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在不少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放映的电影内容不新，而且不少电影在手机或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对农

村居民的吸引力有限，甚至一些地区因为无人参与只能取消电影放映活动。除此之外，农村公共文化活动

效果也不太理想，相当一部分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直接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划等号，用思想宣传代替文化活

动，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文化活动的需要。而互联网、有线电视的普及，也在持续不断地加大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与农村居民之间的距离。 

2.2  供需错位，农村居民满意率低 
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在逐渐扩大，但是长久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错位情况还

广泛存在。就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来看，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中，较多的受到政策、政绩

的影响，农村居民的需要考虑较为片面，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村居民的人口结构、认知习惯和认知水平。

导致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容易同质化，意识形态性较强，难以突破传统的宣教形式，对农村居民的

吸引力有限。 

就需求侧来说，占农村的人口大多数的老人、妇女、儿童，这三种人群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有明显

的差异性。老人对“戏曲下乡”等传统的民俗表演和民俗活动更感兴趣，儿童则对文化的内容和质量要求

更高。老人由于其身体等原因，往往更倾向电视等足不出户的形式，妇女则更倾向于室内的文化活动等。

老人、妇女、儿童这三类群体在农村的文化建设过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较弱的主体性。

并且随着手机的逐渐普及，手机的便利性冲击着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增长越来越难满足农

村居民对文化的需求。 

2.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有待解决 
乡村振兴越来越强烈的呼唤着农村的文化振兴，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中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按照“四有”（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标准健全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并且出台《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

效能实施方案》，重点解决农家书屋闲置和图书数量质量不高的问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重心已经

由数量发展转变为数量质量的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越来

越凸显。这种不平衡首先表现在不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平衡，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然

缺少一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农家书屋、文体活动设施简陋，难以发挥作用。其次还表现在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中新标准与旧设施之间的不平衡，部分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陈旧，缺少必要的维护，而新

的设施也碍于农村居民对互联网和计算机操作的不熟悉，无法与“四有”的标准进行对接。 后，还表现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活动开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虽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的

投入逐渐增加，但文化活动的质量和创新供给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有着差距，能突破

创新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少，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代替民俗活动的多。 

3  新形势下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策思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实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服务功能建设的深层次转变，这种转变需要对现有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改良和发展，寻求与农村文化发展的契合点。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针对性 
当前，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服务

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真正的产生效果，就不能忽视这三类人。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加强其针对性，需要充分的调查研究这三类人群的认知特点，有差异的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帮助其在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良好的认知习惯的形成。其次，

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习惯和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不同于经济物质基础，文化的发展

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而且受当地的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要因地制宜，拔苗助长只会给文化的发展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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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危害。 

3.2  发挥农村“能人”的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服务困境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发挥农村“能人”的带头作用，使

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良好的组织者和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和代言人。农村“能人”包括新乡贤、返乡人

员、大学生村官、村干部、传统文化工作者等。这些人往往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

对农村居民这一群体有着深入的了解，能代表农村居民与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助。这些人能极大的调

动农村居民的积极性，还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参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建设。农村公共文化领域有了

这些人的参与，会大大改善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 

3.3  发挥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受限于供给规模，文化资源的供给存在片面性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一味扩大农村

公共文化资源供给规模现实性较低。但是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相比，乡镇的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的规模更大，

设施较为齐全，可以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不同农村之间资源的良性互补。具体

来讲，以农家书屋为例，可以继续扩大乡镇与各农村农家书屋的书籍的流转规模，乡镇府可以以乡镇为单

位，统一协调下辖乡村的书籍购买，降低书籍的重复率，提高其利用率。其次，可以在乡镇举办规模较大

的文艺汇演活动，利用逐渐发展的乡村公共交通系统妥善安排参与人员，增强公共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实

效性。总的来说，妥善的发挥好农村与乡镇两级公共文化服务的协同作用，建立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可以促进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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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soul proj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Different from 
c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re: the weak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the unity of service content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ervice constructio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ve achieved tremendous results in the new era,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wide coverage, participation,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low farmers’ satisfaction,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imbalance. Thu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argetednes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pable people"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synerg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rural are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promoting rural culture.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re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