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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近年来，我国对乡村文化建设更加重视，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成效斐然。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让农民共享城乡优质文化资源”，再

次凸显了这一建设的重要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图像处理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渐成熟，让我

们可以更好记录保存乡村文化资源。比如，通过“影像记录”与“数字馆藏”来记录民间节庆、戏曲、乡风民

俗以及地理风貌、物产、生产与生活状况，让农民了解农村的文化瑰宝，增强文化自信；推行“乡村记忆工程”、

建设“乡村博物馆”，让人们找到“根”的归属感，留住乡愁。可以说，数字化使乡村传统文化的创作力、表

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了提升，让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新气象。加快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为乡村振兴注

入文化动能。

第一段：开篇点题。先是以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引入话题——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然后举例论证乡村文

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好处和优势。最后提出本文立意——加快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当前，有些地方建立了对少数民族乡村文化进行数字化采集的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项目，有的地方积极开

展对中国古村落文化的数字化整理及利用工作，还有很多地方通过新媒体手段保存乡村文化记忆，等等。但与

此同时，由于认识和条件上的限制，我国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乡村文化资源数字

化网络开放共享程度不够，一些乡村文化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数据库很少向社会公众开放，没有实现资源的共

享。又如，特色乡村文化建设趋于“同质化”，存在“千村一面”等现象。此外，在传播层面，也存在对乡村

文化资源的传播力度不够等问题。

第二段：阐述现状和问题。先是提出目前各地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工作和成绩。然后提出存在的短

板，如开放共享程度不够、同质化、传播力度不够等，为下文引出对策做铺垫。

补齐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短板，需要积极探索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新路径，让农民能够共享城乡

优秀文化资源。要重视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网络和文化设施，建立统一的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促进文化资源的

共享。一方面，将乡村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向外传播，使得乡村文化资源能

够实现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城市的优秀文化同样需要通过这一网络传播到乡村，将城市优秀的文化资源如博

物馆、电影、讲座、戏曲等内容同农村共享。通过文化资源共享，把村民的教育培训、文化图书阅读、科技科

普推广、文体娱乐等活动融于一体。

第三段：分论点 1——探索新路径，共享城乡优秀文化资源。首先是用一句话解释补齐短板的措施重点即

建设网络和文化设施、统一标准、以实现共享。然后以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句式详细阐释城乡分别共享

的文化内容。

让乡村文化建设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还必须注重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播工作，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乡村社会特有的物质文化如乡村建筑、古村落，以及田园景观、自然风光等，是发展乡

村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从非物质文化层面来说，民族节庆、传统习俗、传统曲艺等文化资源，也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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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乡村文化资源同 VR/AR 等先进的数字传播技术结合起来，借助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等大众传媒，

能够更好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等文化产业，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播，构建文化传统价值认同，推动乡

村振兴。

第四段：分论点 2——注重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播工作，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先是从物质文化层面和

非物质文化层面来区分乡村文化资源。然后提出借助现代科技如 VR/AR 技术、大众传媒等，传播乡村文化资源，

从而打造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入口。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促进乡村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

第五段：总结全文。首句提出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以此再次强调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

【公考通文章小结】

广大乡村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在当下，乡村文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快手、抖音等平台传播的土味视频让人误以为乡村文化就是低俗、愚昧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为乡村

文化正名，需要转化、利用乡村文化，为乡村致富充电为改善农民精神风貌助力。由此可见推动乡村文化资源

数字化建设势在必行！

【公考通分析文章结构】

一、开篇点题——加快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二、阐述现状和问题。

三、详细论证部分：（一）探索新路径，共享城乡优秀文化资源

（二）注重文化传播工作，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尾：总结全文。永葆造福百姓的初心，蓄积滴水穿石的韧劲

【公考通积累】

1、……找到“根”的归属感，留住乡愁。

2、乡村记忆工程/乡村博物馆/千村一面/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3、……蕴含……，是理解……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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