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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文化是动力，组织是保障，人才是关键。采用田野调查法，以

调查问卷和访谈为主要方式，对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Y 镇脱贫之后乡村振兴现状进行调研。在

脱贫攻坚经验基础上，脱贫地区重视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但还存在乡村文化建设不够、

人才缺乏严重等问题。针对脱贫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提出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优化文化专业人

才引领、夯实文化育人的社会基础、整合利用乡村文化资源、重建乡村精神家园的构建策略和现实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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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nection Path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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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ffective link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e is the motive power, 

organization is guarantee and talents are the key. This paper use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mainl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to surve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Y 

town, Weichang Manchu and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exper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se areas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talent 

revitalization. Yet problems such as rural culture undeveloped and talents deficiency also exist. Aiming a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optimizing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professionals, consolidat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building rural spiritual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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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对于脱贫地区的接续政策安排，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部署，并且

提出设立5年过渡期。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与脱贫群众的生活息息

相关，这一战略部署对于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升脱贫群众生活幸

福感、获得感很有价值。本文采用田野

调查法，深入脱贫地区考察，将探索性

地回答以下问题：河北省脱贫地区乡村

振兴现状如何，哪些因素制约脱贫地区

乡村振兴，如何推动脱贫地区乡村文化

振兴。 

1 研究设计 

1.1研究主题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基本框架与内容体系中， 主要的构成

要素是组织、产业、文化、人才、生态。

鉴于调研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重

点选取文化、基层党建、人才三方面展

开调研，原因在于： 

1.1.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文化是动力。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精神之源，体现乡村社会独特的

精神创造与审美追求，是乡村社会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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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的根基灵魂。通过乡村文化振兴，

唤醒脱贫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和

发扬良好的乡风、民风和家风，满足脱

贫群体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进而持续

提升农村的精神文明发展程度。可以说，

文化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

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1.1.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组织是保障。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第一工程”。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

在党。乡村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是

打通政策宣传、执行和监督“ 后一公

里”的重要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的政治保障。 

1.1.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人才是关键。在乡村振兴中，人才

担负着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使

命。一方面，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

资源，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

发展动力，同时人民也是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衔接成效的 终评价者；另一方

面，村庄“空心化”、乡村衰败、人才向

城市单向流动等严峻问题不容忽视，这

种状况在脱贫地区尤为明显，成为制约

乡村振兴的瓶颈与关键障碍。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田野调查法，通过调查

问卷做定量分析，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

察做定性分析。2021年7月11—15日，调

研团队利用查阅文献、头脑风暴、小组

会议等方法完成问卷设计。鉴于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调研对象类别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本研究将调研对象分为

三个基本类型：驻村干部（干部来源：

脱贫之前为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现为

乡村振兴工作小组成员）、村干部、村民。

并分别设计针对这三类群体的调查问卷

和访谈提纲。在正式调查问卷发放之前，

笔者请20位代表（扶贫干部1人，脱贫村

民11人，来自脱贫地区的在校大学生8

人）进行问卷的试填写，并根据他们的

反馈建议在文字表达、问项顺序、问项

增减等方面做了调整。 

1.3田野点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调研地点为河北省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Y镇，Y镇下辖17个

行政村，其中有4个贫困村，1个深度贫

困村。近年来，Y镇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要求，全力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较大

成果。目前，全镇5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1208户269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2020年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达到

9464元，较上年增加1651元，较2016年

增加2.7倍。经过不懈努力，该镇形成

了结构合理、支撑多元的产业优势和

“工农互补，三产为辅”的产业格局，

发展工业、畜牧业、大棚蔬菜、旅游业

等，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乡融

合发展。 

2021年7月15—30日，本研究通过15

天的实地调研进行数据收集，以调查问

卷和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参与式观察为

辅。调研范围为Y镇5个脱贫村，进行了

25场个别深度访谈和5场焦点小组讨论，

用时一般在20～30分钟之间，发放调查

问卷205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 

2 河北省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现

状分析 

调研内容主要围绕文化、基层党建

和人才三部分展开，在对调查问卷和访

谈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可以看到： 

2.1文化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Y镇注重乡村文

化建设，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

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五年来，建成

综合文化广场36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图书室等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通

过帮扶单位捐赠图书、组建广场舞演出

队、观看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满足村民

文化需求，强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调

查问卷结果显示，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对乡

村文化建设的满意度较高，村民的满意度

也达到了81%。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Y

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也面临诸多问题。 

2.1.1乡土文化日益消解。乡土文化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扎根乡村、

具有浓浓“乡土”气息的文化。张永敏、

贾宏宝（2019）将河北乡土文化分为古

文化遗址和古村落、民俗艺术和民间手

工艺、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三种类型。

在访谈中，村干部提到，由于“空心村”

问题导致自然村落的缩小，年轻人向城

市的单向流动正在使乡土文化传承人逐

渐减少；驻村干部提到，乡土文化资源

呈现零星化和碎片化，缺乏对乡土文化

资源的整合和保护。访谈的村民用朴实

的语言描述了农耕的谚语、劳动号子、

邻里相处、庙会等，言语之间可以看出

村民并未认识到这些正是独具特色的乡

土文化，不少村民反映农村在“变味儿”，

以前的一些民俗风情在减少，对城市化

的追逐在增多。 

2.1.2文化专业人才缺乏。乡土文化

的挖掘、整理、传承与保护 终要靠人，

特别是需要文化专业人才来落实。当下

乡村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

农”工作队伍，也需要能够推动乡村文

化发展的专业人才，这一问题与调研的

第三个主题——“人才”密切相关。 

2.1.3文化供需错配。40%的村民认

为，现有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与村民实际

需求“不太符合”。在访谈中，村民表示

希望文化建设考虑村民的真实需求和实

际情况，文化活动的组织要错开农忙季

节，并且要符合农民群体的文化需求。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普及，80%的

村民表示更愿意在家通过观看短视频、手

机上网等方式休闲娱乐。60%的访谈村民

表示，为生存奔波，特别是农忙时间身心

俱疲，无法参与集体文化活动。上述情况

导致“村民文化大舞台”、乡村图书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不高。村民同时也表

达了自己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如观看戏

曲表演、跳广场舞、听农业知识讲座、

在田间地头接受农业指导等。由此说明，

精准掌握村民文化需求，让村民成为乡

村文化建设的评价主体非常必要。 

2.1.4文化治理能力不足。虽然基层

村组织对乡村文化振兴非常重视，但由

于专业人才缺乏、文化专项资金不足等

因素的制约，存在村组织文化治理能力

不足的问题。在脱贫攻坚阶段快速取得

的文化建设成果仍然需要巩固，并探索

适合本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 

2.2基层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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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建方面，Y镇坚决落实抓党建、

促脱贫，提升扶贫、脱贫推动力。深入

开展“脱贫攻坚党旗红”“抓党建、防疫

情、促脱贫、保小康”活动，发挥支部

堡垒示范作用和党员先锋引领作用。在

调研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均表示，基

层党组织对脱贫攻坚起到引领作用，奋

斗在一线的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

与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村委会、村党

支部工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93%的村民

表示对村党支部的工作“非常满意”。 

2.3人才 

在调研中，调研对象均认识到人才

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村干部和驻村干

部都认同“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目

前，脱贫地区人才缺乏严重，特别是缺

乏懂信息技术和农业科技的专业人才。

年轻人返乡意愿低、人口老龄化、村庄

“空心化”的问题在脱贫地区尤为明显。

在与村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一种“悖

论”：一方面，村民认识到乡村的发展需

要年轻人和人才；另一方面，村民普遍

希望子女可以去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Y镇出现村干部任

用年轻化倾向，其中一个脱贫村的新任

村支书更是“95后”大学毕业生，“三支

一扶”、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等人才

选拔机制也为乡村输入更多年轻的力

量。在“影响返乡因素”选项中，排在

前四位的分别是：发展前景、工资待遇、

福利保障、生活环境。因此，要增强脱

贫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产业兴旺是根

本，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配套设施

完善、人居环境美丽，都是吸引和留住

人才的重要因素。 

3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文化衔

接策略 

3.1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

机制 

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的组织保障，而基层党组织则是乡村振

兴坚实的政治堡垒。一是通过文化建设

提升凝聚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来凝聚各种社会组织、专

业人才、乡贤等，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二是强化宣传、监督能力，首先积极宣

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让村民对政策意图

和政策实施的具体措施有明确的认识和

充分的了解；其次分解政策目标，结合

地方实际制订具体计划；再次做好组织

协调、监督工作， 大限度保障乡村文

化建设目标实现。三是提升引领能力，

将文化建设融入组织振兴、生态振兴、

产业振兴等各领域，发展地方特色文化

产业，培育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四是

贴近群众，掌握农民文化需求，以农民

满意度作为绩效考核评价标准。 

3.2优化乡村文化专业人才引领机制 

在农村各类人才的培育工作中，往

往农业、科技、信息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会受到高度重视，而文化专业人才的培

养、引进和使用容易被忽视，这成为制

约乡村文化振兴的瓶颈。用文化专业人

才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一是在顶层设计

中重视文化人才引领，中央和地方政府

可以建立乡村文化振兴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人才吸引、聚集

和使用；二是政府和高校加大文化专业

人才培养力度，向乡村输送高质量文化

专业人才；三是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看，

进一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为人才要素

在城乡间的流动疏通渠道，推动文化领

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为乡村提供

文化服务，推动高校科研力量挖掘和整

理乡村文化资源，形成多元力量投入乡

村文化振兴的局面。 

3.3夯实文化育人的社会基础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多方主体力量的参与。一方面，要打

破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城市中心观，扭

转社会整体对乡村文化的负面印象，为

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导

向。同时，要强化乡村内部及农民自身

对乡村文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起到文

化引领实践的作用。另一方面，动员社

会力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产

业、文化创意应用、乡土文化保护与传

承、乡村特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等需要

企业、科技工作者、高校、社会组织、

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合作与参与，共同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 

3.4整合、利用乡村文化资源 

乡村文化振兴，要利用好乡村文化

资源。一方面，挖掘和整合乡村优秀文

化，乡贤、地方志、地名、传统村落、

方言、红色资源等未深入挖掘的文化对

乡村具有重要的价值，应由政府主导、

专业人才参与整理与保护乡村优秀文

化。另一方面，发挥乡村文化的经济价

值，扶持形成一批地方特色文化产业，

既为乡村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又起到传

播乡村文化的作用。  

3.5重建乡村精神家园 

在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农民忙

于生计，无暇关注文化，导致一些文化设

施使用率不高、文化活动参与度较低，农

民的精神呈现出一种“荒漠化”的状态。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

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增强农

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首先要加强对

农民群体的精神动员。加大对脱贫地区乡

村文化的宣传力度，利用宣传栏、自媒体、

公众号等多种渠道，通过唱红歌、编排广

场舞、表演地方戏曲等多样方式宣传优秀

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地方特色

文化，增强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提高

农民群体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文化水

平，重建乡村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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