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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以来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

2012年-2020年，四川省不断采取财政拨款、教师配置等

向农村倾斜、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补助等

措施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结合

数据整理，可以看到，四川省近几年加大对乡村基础教育的投

入，极大地改善了人民受教育的条件，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

平。到2020年，全省有农村幼儿园9220所，在园幼儿163.84

万人，专任教师 6.21 万人；有农村小学 4703 所，校舍面积

（含教学点）3092.91万平方米，在校学生367.12万人（含在读

农村留守儿童85.09万人），专任教师9.32万人，全省文化水平

不断提高。与2012年相比，2021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由6675人上升为13267人，四川全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1110.1万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8.35年提高至9.24年，文盲率由5.44%下降为3.98%。

四川省着重在偏远、贫困地区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推

动文化资源向基层、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针对基层文化阵地

人员短缺的问题，四川省文化厅等单位联合印发《2017年四川

省村公共文化服务公益岗位政府购买奖补方案》，启动文化志

愿服务“帮村行动”，省财政安排5600万元资金，采取以奖代

补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面向省内各地热心公益、甘于

奉献、群众认可的大学生村官、群众文艺骨干和文化能人等，

招募志愿者4.62万名，将文化服务的“种子”撒向了四川省所

有行政村。与此同时，在四川省文化馆成立了文化志愿服务总

队，依托各级文化馆(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逐步构

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文化志愿服务队伍2119支，使

文化志愿者成为四川基层文化建设的一支成建制、成规模的重

要力量[1-2]。截至2021年 3月，四川文旅志愿者注册人数超过

10万人、志愿服务团队2487个。可见，四川公共文化服务队

伍不断快速壮大。

（二）乡村文化传承方面

近年来，四川不断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实施传承人研修

研习培训，实施代表性传承人培训计划，会同省内外研培高校

举办了彝族服饰、藏族唐卡、道明竹编、织绣、金属锻造、年

画等各项培训，通过发挥传承人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乡村文

化在群众中的传播和普及。2009年四川省认定出了188名省级

非遗传承人，2012年评选出108名省级非遗传承人，2021年，

四川省公布了308名省级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队伍不断壮大。

此外，一直挖掘保存较好、富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传统村

落，并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的刚性要求和长效机制，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从数量来看，四川省省级传统村落从2013年的120个

增长到2020年的1045个，七年间增加了925个。虽然2013年

以前四川省并未发布省级传统村落，但在2013年重视对乡村

文化传统村落的保护后，众多的民居建筑和院落原貌保存下来

并评为省级的传统村落，对四川省的优秀文化起到了较大的传

承作用。

（三）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

进入新时代以来，四川省积极利用群众文化广场，组织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文化活动，开展“三下乡”活动、农民

趣味运动会、全省首届乡村艺术大展、广场舞展演活动、少数

民族艺术节等来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积极贯彻落实

“厕所革命”工作，加强厕所建设和管理，在一系列活动开展

及工作下，乡村群众人民精神文化水平明显提高。

据统计，四川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大幅度提

高，从2012年的 5367.00/人增加到2020年的 14953.00/人，文

化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从2012年的329.27/人增加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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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元/人，202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36.6%。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也逐年提

升，从2012年的5.61%上升到2020年的7.40%，农村居民对于

文化娱乐的需求更加强烈，与城镇文化消费水平相比，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水平虽仍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水

平低，但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差距呈稳步缩小趋势。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元)

329.27
357.01
600.00
699.00
707.00
848.00
934.00
1065.00
1107.00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元)

5367.00
6126.80
8301.10
9250.65
10192.00
11396.71
12723.19
14056.00
14953.00

注：数据来源于2013-2021年《四川统计年鉴》。

（四）乡村文化产业方面

近年来，四川省创造性转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

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文化资源，实施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品牌激励办法、并给予各市州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财政资金支

持，通过乡村文化品牌培育行动、乡村创意产品推广行动等支

持农村特色创意民族民俗文化产品，培育了一批“天府旅游名

镇”“天府旅游名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打造出一批生态

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文化和旅游

业加快发展。此外，积极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厚重的农耕文

化，推进休闲农业转型升级，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景区

化”发展战略，建设农业主题公园并制定出台了省级农业主题

公园建设规范地方标准，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四川省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及乡村文化产业资金支持下，

四川省乡村文化旅游收入稳步增长，2021年，全省乡村旅游收

入达到 3600亿元，相比于 2012年四川省乡村文化旅游收入

856.2亿元，2021年全省乡村文化旅游收入为2012年乡村文化

收入的4倍多。2021年成都市乡村文化旅游收入为1459.47亿

元，相比于2013年乡村文化旅游收入142.95亿元，2021年成

都市乡村文化旅游收入为2013年乡村文化旅游收入的十倍多，

乡村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

在旅游名镇名村的打造下，全省也培育出了两批重点文化

旅游村镇，评选命名首批天府旅游名镇10个、名村30个。在

休闲农业转型方面，根据农业资源和厚重的农耕文化的特点，

2016年全省建成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80个，到2020年全省

培育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127个，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增

长47个。乡村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

二、新时代以来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文化主体缺失

四川省农村人口空心化也不例外，四川部分地区因没有养

家糊口的工作、向往城市生活等原因外出务工，乡村文化主体

不断流失，也致使一些农家书屋无人光顾、资源闲置的现象比

较普遍。2020年，四川省“数字三农”发展论坛发布的《农民

工外出务工数据分析报告》指出：“2019年，全国新增农民工

241万人，其中四川新增20.4万人。截至2019年底，四川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2482.6万人，约占全国农工民人数的

8.5%。”其中，农民工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 40.2岁，男性占

64.66%，女性占35.34%，且主要目的地为广东、浙江、福建。

且据四川农村统计年鉴统计，2012-2020年，我国乡村人开口

不断减少，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乡村人口拥有了城镇户

籍。2012年我省乡村人口为6585.4万人，而到2020年我省乡

村人口仅有5606.1万人，乡村人口缺失，乡村中的乡村文化主

体也严重缺失。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013-2021）

（二）各地区乡村文化发展差异大

据统计，2021年，乡村文化振兴省级示范村镇中，成都市

乡村文化振兴省级示范村镇共有8个，而攀枝花、泸州地区地

乡村文化振兴省级示范镇仅有3个，成都市乡村文化振兴示范

村镇数量比泸州市及攀枝花市的数量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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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乡村文化振兴省级示范村镇名单整

理而得

同样，《2021年四川省乡村旅游年度报告》发布指出2021

年四川省乡村旅游总收入3637.43亿元。但是各市州乡村文化

旅游收入差距较大，如2021年成都市乡村旅游收入1459.47亿

元，为全省最高，而南充市的乡村文化旅游收入仅为313.61亿

元，就排名全省第二。通过分析比较南充市与成都市乡村文化

旅游收入状况，南充市的乡村文化旅游收入仅约为成都市乡村

文化旅游收入的4.7分之一，而乡村文化旅游收入最低的攀枝

花市仅有6.69亿元，成都市乡村文化旅游收入金额为攀枝花旅

游收入金额的223倍。因此，各地区乡村文化发展差异较大，

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三）乡村文化设施缺乏管理

近年，四川虽加大了对乡村文化设施的投入，但缺乏对设

施的管理与保护，也由于农民日常乡村文化保护意识的薄弱，

导致文化设施数量仍有下降。如2012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

乡镇文化站的投入，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在文化站中的建设投入

也越来越多，2012年全省建成4595个文化站，4375个乡镇文

化站。到2019年，四川省建成文化综合文化站4410个，乡镇

文化站4063个，而截止到2020年，全省仅有3708个乡镇文化

站，乡镇文化站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011-2021）

三、推进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

通过分析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乡村文化供给、乡村文化传承、乡村精神

文化生活、乡村文化产业方面均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面临文化

建设主体缺失、乡村文化设施保护意识薄弱、各地区乡村文化

建设发展不平衡的困境。

因此，在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四川省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资金支持，吸引更多的乡村人民返乡，来参与乡村文化建

设。在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也要积极宣传乡村文

化设施保护措施，加大对村民文化意识的培训，落实文化设施

保护规定及相关制度，让人们学会管理与保护乡村文化基础设

施。针对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乡村文化建设薄弱的地区

要根据自身地区文化建设的特点，探索出符合自身的乡村文化

建设道路，也要向乡村文化建设比较好的优秀示范村镇学习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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