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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村文化载体建设问题分析及对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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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农村文化载体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对湖北农村文化载体建设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促进

湖北农村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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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

素，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

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农

村文化载体包括有形载体（公共文化设施、媒体等）和无形载体（主要是基层党委政府与村

民的有效互动）。农村文化载体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2015 年 7 月—2016

年初，调研组选取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应城市郎君镇等七市九乡镇，

进行了农村文化载体建设现状调研，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与意见。 

一、湖北农村文化载体建设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农村文化公共设施建设维护不到位，使用率较低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设施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文

化公共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基层文化公共设施（如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等）是农

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为文化成果的展示提供了平台，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基础设

备与场所，为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提供了阵地，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提供了经济支

持，对基层文化的进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基层文化公共设施建设、维护过程中的

问题如下： 

1、农家书屋及文化活动中心建设。调研组调查了村民对于农家书屋及乡镇文化活动中

心的建设和使用情况。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64.2%的村民所在乡镇建设有文化活动中心或

者农家书屋，21.6%的村民不太清楚自己所在乡镇是否建设有农家书屋，而 13.7%的村民所

在乡镇没有建设农家书屋。调查显示，50%以上的村民表示没有去过文化活动中心或农家书

屋，13.7%的村民经常去农家书屋，26.9%的村民偶尔去农家书屋参加活动。这说明湖北部分

乡镇在文化活动中心和农家书屋的建设上还需要不断完善，从而提高其对民众的吸引力。 

同时调研组了解到，各村按照乡镇政府要求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或者农家书屋大多数流

于形式，或基本与党员活动中心重合，或同时用于村委会的办公。农村群众整体学历不高，

甚至很多不识字，文化书籍对他们而言就成了摆设。农家书屋陈列的书籍陈旧种类单一，调

研组走访的某个村落的农家书屋在总数不多的书籍里摆放了三分之二关于计生问题的书，不

能较好的满足群众实际所需。在农家书屋的后期维护中，书籍更新速度慢、书屋积灰无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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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导致农家书屋的“被闲置”。 

2、传统媒体及新媒体设施建设。调查显示，湖北省七市九乡镇的村民获取文化信息的

途径主要是通过观看广播电视和口耳相传，村民通过广播电视这一途径获取文化信息资源的

比例达到了 81.6%，通过口耳相传获得文化信息资源的比例达到了 65.7%。这反映了广播电

视、网络等其他文化载体传递给村民的信息少且不及时，便民效果差。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

当今，政府本应重视使用新媒体设备，并将其作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在

调研地，建设、使用、维护新媒体设备的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导致不能最大效用

的发挥新媒体设备的作用。 

（二）基层党委和政府与群众互动性较差，宣传效果不明显 

基层党委和政府与村民的有效互动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乡镇一级政府是农村文

化建设的直接领导者。调研组对“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是否重视”进行了调查。数据显

示，有 13.5%的村民认为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视”，14.5%的村民认为乡镇领导对

农村文化工作“较重视”，16.6%的村民认为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视度“一般”，9.1%

的村民认为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不重视”，46.1%的村民对乡镇领导的农村文化工作

“不了解”，其中，党员、团员和群众的比例分别为 13.5%、10.5%和 75.8%。这反映出基层

党委和政府的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有所脱节。中央颁发基层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性文

件后，基层党委和政府因为各种原因，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建成后的农村文化载体“有形无

魂”。如农家书屋本是为江浙一带自古以来有识字传统的村民所设，推行到一些大多数村民

不识字的农村地区，农家书屋便无法发挥应有之义。又如体育器材应该按照当地人口的年龄、

类别、数量、体质进行挑选与建设而不是随意安置。按部就班或者直接照搬照抄，容易出现

“南橘北枳”的现象，不利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在选择“重视”的人群中，党员所占的比例为 34.3%，高于团员和群众；在选择“较为

重视”的人群中，党员、团员和群众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7.9%、15.4%和 13.9%；在选择“一

般”的人群中，党员、团员和群众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3.4%，26.9%和 15.7%；在选择“不重

视”的人群中，党员、团员和群众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9.0%、13.5%和 8.5%；在选择“不了解

的人群中，党员、团员和群众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5.4%、32.7%和 51.7%。由此可见，党员多

认为乡镇政府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视”或者“比较重视”，而团员和群众多认为乡镇领导对

农村文化工作“一般”、“不重视”或者“不了解”。从重视到不重视，党员在三种政治面

貌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团员和群众的偏差不大，表明文化建设信息存在较为严

重的不对称。选择“不了解”的村民中，这既包括党员，也包括团员和群众，说明了部分村

民并不知道政府是否重视文化工作，即政府没有与其就文化建设工作进行密切的交流。导致

党群互动性差的原因有：一方面，基层党委和政府向村民宣传推广中央及上级党委和政府关

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意见不够到位，未能有效组织教学使用新建成的农村文化载体，导

致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村民出于缺乏民主意识与监督意识等原因对中央及上级

党委和政府颁布的政策知之甚少，不了解农家书屋、体育器材、广场舞设备和新媒体设备的

建设情况和使用方法。多数人安于现状，文化意识淡薄，不清楚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意义，

也不积极主动的去追求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二、湖北农村文化载体建设建议与对策 

（一）乡镇政府重视文化载体建设，把握农村文化发展方向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责任主要在乡镇一级政府，乡镇政府要把握基层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

方向，清楚认识到当前农村文化载体建设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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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护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努力实现文化育民、文

化惠民、文化富民的目标。利用好公共文化设施及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媒体对村民进

行思想文化教育，引导村民使用农家书屋与文化活动中心，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群众中

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乡镇政府在具体工作开展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落实党中央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完善村镇干部的晋升奖励机制和工作竞争机制,

做好优秀个人及组织的评选与表彰，增强其使命感与荣誉感；二是要心系人民，深入调研了

解本地实际，结合群众的自身情况，了解群众对农家书屋、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媒体设施等

文化载体的需求，始终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交流，发展适合村民的基层文化，并加强村民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其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三是要在资金上给予扶助，将资助拨款

投放到实处。政府要完善监督机制，使政务公开透明，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公布文化政策与

信息；四是要完善村级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器材、小广场、媒体设施的建设，定

期进行检修管理，同时加强宣传推广工作。五是要注意扶持有先天优势的村镇尽力挖掘其文

化闪光点，没有先天优势的村镇要大力开发后天产业，大力发展经济，为文化活动提供强力

的物质保障。 

（二）村民自发参与文化载体建设，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村民要摆正积极生活的心态，积极相应政府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号召，主动使用农家书

屋、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器材、媒体设施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或者自发组织参与文化娱乐

活动，必要时可以向政府申请创建相关的文体活动设施，并努力将科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实际

生活之中，用以丰富文化生活。若有能力，可对农村文化载体建设进行捐款支持。另一方面，

村民要充分利用好公民的监督权，积极地为乡镇政府建言献策，对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

媒体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及宣传推广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力支持政府建设一支稳定

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村民委员会协同参与文化载体建设，当好村民与乡镇政府沟通的桥梁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村民与乡镇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村委会要争取乡镇政

府的支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包括基层文化公共设施建设、新媒体设施、文

化骨干队伍建设、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等。 

村委会要为农家书屋和文化活动中心配备相关维护人员，对他们进行培训，并监督工作

人员是否落实。在农家书屋的建设中，村委会要了解村民的书籍需求，除了购买一些村民生

产生活所需的书籍外，还要添置一些传播农村新文化的书籍。并且要注意根据本地土地使用

情况确定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摆放的地理位置。同时，村委会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推广

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提高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比如放一些反映现代生

活的电影，使村民使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常态化。通过发展农村墙画、漫画文化，建设村级

广播站，通过定时的广播来为村民们宣讲科普一些常识等潜移默化地提高村民的精神境界和

文化水平。探索建立同村微信群，为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老人和儿童搭建联系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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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rural cultural carrier construction problem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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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of socialist new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cultural carrier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Spo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Hubei rural cultural carrier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ubei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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