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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
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

罗 哲,唐迩丹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时代赋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农村公共文化结构转型,既是乡村振兴

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机制、模式的重构,也是具有批判、导向、整合功能的新型农村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道德标准的成型过程。具体而言,乡村文化振兴是以文化内生性激发文化自觉,重构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自信,实

现文化“乐民、育民、富民”的战略任务,是以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理念为突破口,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端对需求端的适应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开放—融合”,实现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的“提效—增能”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在于突破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空洞、服务机制空转的困境,全面提

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质量与治理能力,并重构农村社会认同,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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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关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①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传承乡风

文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优化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任务。当下,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正处于“城市文化下乡”向“乡村文化振兴”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促进其顺利转型,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将是夯实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作内生定力,促进文化乐民、育民、富民有机统一的关键。本文旨

在厘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重塑与内容创新,找出“城市文化下乡”向“乡村文化振兴”结
构转型的关键路径。首先,进行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历史回顾,理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概念、研究现状

与关键问题,洞察逻辑悖论和现实困境。其次,从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行为模式三个层面分析其问题困境。最

后,为促进“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转型,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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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发布,2018年11月9日引用,http://www.gov.cn
/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一 背景与现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综述与现实特点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①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风文明,既是我

国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任务。其关键路径在于“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这要求当前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围绕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在价值导向、构成主体、服务内容、互动模式等层面实现根本性的

结构“转型”,而非简单的制度“变迁”。据此,可以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定义为:以满足村民基本文化

需求为主要目的,通过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互动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共建共

享的建设格局,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导向、功能定位、建设路径优化的过程。那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

构转型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如何促进其转型并规避潜在的误区? 这必须明晰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特

点和研究现状,才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走向有着更科学的判断。
目前,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已基本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完善服务保障措施,推动文体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建设全覆盖、特色文化惠民服务体系,实
现农村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

一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表现为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继续推进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营试点;探索建立“城区网格化、农村中心化”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机制;加快村级文化艺术

中心建设;加大广播室、农家书屋、农家书橱管理力度,建立农村广播运行维护机制,推进农家书屋、农家书橱提

档升级;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开展对当地文体活动、文艺创作、文艺辅导、送戏下乡、队伍培训、
展览展示等内容的群众文化艺术扶持机制建设。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优化,主要包含“送书下乡”、“送
电影下乡”、“文娱活动下乡”等内容。“送书下乡”是指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图书馆定期定量向农村发放各类图

书杂志、期刊报纸。在此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室、图书室建设,辅之以“流动图书馆”、“网上阅览室”等项目。
“送电影下乡”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共同实施的一项农村电影工程和基层文化建

设项目,被称为“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定期向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文娱活动下乡”多由当地

文化馆提供,不定期在当地公共文化场所或者组织下乡表演歌舞等各种主题的文娱活动。三是文化产业建设。
农村公共文化产业化是对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开发,提高文化服务品质、打
造品牌、带动就业,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③,打造文化旅游景观,形成各类经济、社会、
自然、人文文化综合体,实现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双赢”。

上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旨在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增强农村凝聚力,培养农民的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塑造互助合作精神,即“文化育民”。进而“以城带农”,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带动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

村社会融合,消弭社会分歧,加强社会团结,即“文化乐民”。同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乡村文化产业链,促进农

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即“文化富民”。面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如何实现“文化

育民、乐民、富民”的有机统一,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学界为此开展了研究,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主

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文化下乡”,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文化向农村单向输送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包括了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开展、项目引进等内容;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本土文化”式
内生型公共文化,多以农村居民等主体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两面,“城市文化下

乡”的作用在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丰富“乡村本土文化”,然而农村普遍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重“送”轻
“种”的现象。“城市文化下乡”并没有形成理想中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实现“乡村本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反而

形成了一系列困境。如在供给结构方面,并未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开发—生产—供给—评

价”体系,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需求端与供给端失衡严重;就供给内容而言,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高度同

质性,主要包括读书看报、电视电影广播、文化活动等内容,缺乏农村“内生性”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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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界研究状况来看,当前学界关注的议题多为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政府主导下“城市文化下乡”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问题成因,并就如何强

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建设路径与应对策略。如沙垚认为,“文化下

乡”工程有悖于乡村本土文化的“内生性”逻辑,不利于群众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也不利于农村文化的繁荣;认
为只有当文化服务内容、传播媒介形态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和变迁之中,才能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真正作用。①

于志勇、魏姝认为,“城市文化下乡”没有根植于农村社会基础,难以缓解文化活动内容与功能定位间的巨大张

力。② 韩鹏云指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呈现的是国家“在场”下的“文化下乡”,而缺乏共同体集体文化活

动,即地方性文化体系村落“在场”下的“内生性文化”,其问题表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逻辑,即缺乏

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模式重“送”轻“种”、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③ 胡税根、陶铸钧将公共文化服务概

括为公共性、文化性、服务性、技术性四个方面,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重点在于处理好文化主体性的问

题,回应好“文化转向”④。吴理财、解胜利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应当将乡村文化振兴作

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导向,通过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发展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

代文化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助力和精神动力。⑤

学界现有研究为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指引与参考,但也存在较多不足。一方面,有
关研究多是关注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个案总结和经验归纳,缺少有力的理论支撑,缺乏从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转型的角度进行全面回顾,尤其缺乏从动态的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演变过程中的影响进行深入

分析。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理念导向和模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但学界对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自发展的建设路径尚未形成系统的归纳概括,对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导向、功能定位、
路径选择缺乏系统的研究。

二 结构失衡:“城市文化下乡”的现实困境

文化是一组独特知识,是治理的专门艺术、技术与机制———通过符号系统的技艺与权力技艺协调人之间的

关系。⑥ 公共文化是对一定时期社会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而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在满足大

众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与服务对象的良性互动,达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的有机统一。应当看到,
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涉及价值重构、塑造认同、资源分配、服务供给、产业发展多领域相互交织

的重要治理场域,是政府、社会、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为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要而进行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而言,公共文化既是治理对象,又是治理

载体;通过文化治理,走文化共建共享道路,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路径,将党和政府推动和基层

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有效路径。由此可见,文化治理理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其
“治理理念—功能结构—个体视角”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探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的困境提供了理

论参考。
以文化治理为理论视角,可以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在于激发文化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的自组

织、自发展。如果公共文化脱离了其依托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地以“送”或“反哺”的方式将文化内容“赐予”
文化主体,则可能带来公共文化不满足服务对象需要、机制空转等负面效果,具体表现为价值困境、功能困境、
行为困境三个方面。

(一)行政逻辑导向下城市文化下乡的价值困境

从“城市文化下乡”的字面来看,“城市文化”既包含了其文化输送的内容,又体现了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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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较之于农村文化,城市文化是具有优越性的,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改造的对象。“下”字则表明了文化供给的

方式,即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传播。由此可知,“城市文化下乡”在运作过程中多遵从的是行政逻辑。现实

中,“来自上级文化部门领导的压力愈强,基层文化服务部门就更加重视”①,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这种自

上而下的压力趋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便会有所降低。在行政逻辑导向下,“满足群众需求”“构建乡村公

共性”的价值导向让位于“行政命令”,农民的文化需求、喜好、参与互动不被重视,重要的是上级领导的“满意

度”。行政逻辑的实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多依赖个人意志,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去政

熄”的困境。据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行政逻辑蕴含的以上级命令为导向、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消释了人文关

怀的价值理性,造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端与供给端的错位乃至脱节,整个体系逆向性结构矛盾突出。由

于缺乏对农民的需求、满意度的足够关注,难以表达民众的真实想法和评价,更难以吸引村民的参与,“城市文

化下乡”容易演变为文化部门的“自娱自乐”。
(二)“发展主义”视角下城市文化下乡的功能困境

传统中国农村的公共文化是农业经济背景下家庭宗族文化的放大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城镇

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社会呈现出从整体性结构向离散性结构转变的趋势,既使得公共文化逐渐衰落,也削弱

了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力量。农民从家庭宗族、村落社区等血缘、地缘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维持农村社会运作

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不断消亡。在此背景下开展的“城市文化下乡”,旨在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帮助农村建立

起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促进农村发展。这种脱离了“乡土”本色而过于注重城市文化传播的发展主义行动策

略往往会脱离农村的日常生活。其明显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未能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应有

的文化担当和建构价值认同的功能。这使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单一、活动不足,与群众生活严重脱节,未
能将公共文化服务价值理念植入生活、深入人心。同时,发展主义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农村公共

文化的深入理解,难以挖掘特色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其打造的农村文化产业体系容易“千篇一律”、效益低下,不
足以形成农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由此可见,一旦“城市文化下乡”脱离了农村本土实

际,忽视了群众需求,则背离了公共文化的初衷,使得公共文化服务浮于表面,难以扎根农村,实现文化内生。
(三)“他者视角”下城市文化下乡的行动困境

扎根农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是支撑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村公共文化是对一定时期内农民

心态、农村状态、生活习俗的抽象化表达,这要求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根植于农村社会,反映农民的精神面

貌,满足其生活需要,才能有效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呈现出集文娱活动、知识学习、
信息获取、技能培训为一体的复合化发展趋势,不少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很多农民足不出户,通过互联

网便可以接受各种资讯,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正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同时中西部农村很多地区青年

人少,老年、儿童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难度较大,如何提升该主体的参与能力、激发其参与积极性,
这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城市文化下乡”式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基于城市

这一“他者”视角,将农村看作“城市的他者”,不再是内生性实践活动,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指导现实世

界行动②,易导致服务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脱节,难以激发参与主体的意愿和能力,具体表现在服务内容单调性、
形式趋同性和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多为“读、听、看”老三样,文化活动种类

少,供给模式单一。“城市文化下乡”的服务内容多局限于建立村图书阅览室方便农民读书看报、实现农村电视

广播信号家家通、播放“坝坝电影”、举办文化活动等形式,其内容不足以突显乡土特色,难以吸引农民参与。另

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建设在诉求表达机制、参与机制、反馈机制上并不完善,缺乏共建共享平台,
难以有效组织农民开展文化活动。农民文化自组织是具体开展服务的一大主体,运作良好的自组织对于调动

村民积极性作用较大。然而当前农民文化自组织不多,服务承接能力不足,导致大量资源沉积在市区级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而基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点则资源缺乏,使得整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
集体行动缺乏效率,由此引发了政策执行难以落地、服务标准未能达标、服务内容空洞、机制空转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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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第6期,第20-24、30页。



三 路径转换: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

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城市文化下乡”
转向“乡村文化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价值、功能、行为三个层面,为破解

“城市文化下乡”的困境,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互动方式、制度结构、服务内容,并增强三者间的协调性,实现乡村

文化振兴提供了目标指引;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的价值导向在于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农耕文

化,以此为契机重构农村社会认同,打造城乡融合共生的乡风文明。其逻辑起点在于转换“城市文化下乡”中的

“他者视角”,变“行政逻辑”为“服务逻辑”,以文化内生性激发自觉性,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高效发展。其

实现路径在于打造共建共享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以标准化促均等化,保持机构运行目标的全方位民生指

向性、机构功能结构“需求—供给”的耦合性、服务内容“菜单式”“订单化”等个性化服务。通过价值、功能、行为

的结构转型,破解“城市文化下乡”的困境,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互动方式、制度结构、服务内容三者间的协调性,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一)以文化内生性激发文化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乡村文化振兴不止是一套技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设,更是一组文化价值层面的糅合,是对“城市文化下乡”

价值导向的反思与重构。在“城市文化下乡”的价值系统中,城市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标杆,乡村文化被假定为落

后的、需要改造的,这种情景假定中形成的文化服务内容自然与农村社会严重脱节。因此,突破“城市文化下

乡”的困境,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将文化内生、文化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尤其是农耕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导向,突破行政逻辑导向下的“自上而下”供给文化服务的固有模式,将文

化服务的内容根植于农村社会,即农民的生活情景,重视农民的公共文化诉求,从农村的文化传统、乡土记忆中

提炼出文化符号,培养农村文化的内生性,用内生性去激发农村文化的自觉性。
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乡村文

化人才队伍。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渗透于文化服务内容设计与运转的环节,强调制度安排环环相扣,有效对接。
其次,促进城乡文化融会贯通,发挥多元文化融合的“共生效应”,即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过程中,深入挖掘

乡村历史文脉,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农村建设为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平台与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形
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信息数据库,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积极推广网上查询、文
化辅导、活动展演、产品展览、文化比赛、讲座等线上线下互动文化服务。最后,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村

社区营造、特色小镇建设等政策之间的衔接性与整体性,按照“区级一品牌,一镇一亮点,一村一特色”的要求,
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服务品牌项目。

在推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高校、专业机构应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的指导,促
进农村之间的互帮互助,通过农村地区“人、文、景、地、产”有机衔接,美化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使其与本地区

民俗文化相融合。以此为契机将制度化建设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重要保障,能够及时回应农民的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同质化困境,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二)通过重构社会认同促进文化自信: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开放—融合”
社会认同是指在一定的地域内由共同的纽带和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归属意识、认同观念的总和。乡村文化

振兴中打造乡风文明的目标导向,要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反映农村生活,提炼文化符号,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农村社会心态,给村民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定位应以重构乡

村文化认同促进农村文化自信。只有当乡村文化真正满足了农民的需要,让农民从中收获归属感,自觉参与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而“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开放共享、融合发展。
一是要夯实基础,推动农村文化服务设施与文化产业体系提档升级,要将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与培育农村文

化产业结合起来,即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产业化、品牌化实现“文化富民”,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良

性循环。其重点在于对农耕文化开发项目进行规划,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对区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

评价,净化乡村文化生态,提炼农村特色文化符号,将农村地方文化因素融入农村建设中。通过改善农民居住

环境,摒弃“脏乱差”等不利因素,塑造田园风光,让农民“记得住乡情乡愁”,提升农民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立足于乡村,将中国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融入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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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中,增进农民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乡村历史文化习俗的认同。这要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把

农村的历史记忆、农民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三者结合起来,激发村民对乡风文明的自豪感。在此过

程中,为了避免“城市文化下乡”式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机制空转,要求转变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变自上而

下的“行政逻辑”为自下而上的“服务逻辑”,根据农民的需求设计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提升农民满意度,形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文化的相互融合,引导农民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打造风清气正、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

和村风民俗。
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自组织建设,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自发展。这要求加大对农民文化自组织的

帮扶力度,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建设,培养一专多能、精于业务、热爱农村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伍。为此,应着

力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分馆制改革①,给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站以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实现重心下沉、资
源下放、提升服务可及性,发挥乡村文化能人的引领作用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站的服务辐射功能,根据农民需

要开展政府采购服务、图书流动服务、数字文化服务,激发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参与过程中提升

农民的文化自信。
(三)通过合作共建实现文化自强: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效—增能”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目标在于形成上下联通、结构合理、服务优质、有效覆盖、运行高效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打造“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格局,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提升治理质量”与“增强治理能力”的有机结合。
目前,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无法用强制性的约束力规避农民的“搭便车”行
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村民低度或象征性参与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必须规避的“陷阱”。为全面提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应当通过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公共文化服务

共建共享平台,优化各个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共筑乡风文明,这是破解“城市文化下乡”诸多

困境、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通过合作共建打造乡风文明。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形成规范的村规民约,以整合各个主体对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的综合实力。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规范规约不仅包含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具备的“硬”约束力,也应包含

乡规民约等“软”约束力。以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村民参与的同时,形成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村

规民约,形成村民间合作互助的文化,并围绕村民“自教育、自服务”的要求,加强村民自组织建设,依托村民原

有的居民议事组织,完善乡村规章体系,增加村规民约规章的执行力,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创造良好的环

境。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制度支撑,增强农村公共文化的组织结构、资源架构与实际需求的适应性,以落实建设

理念对工具技术应用的指引作用,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动力,破除以往“文化下乡”服务模式下的服务

质量不高等问题,规避诸如主体失效、政策“碎片化”、农民不满意等困境。这要求发挥好政府文化监管部门的

“引导”和“协调”作用,从资源分配者转变为资源协调者,通过培育农村自治力量、引入市场化机制,从而打造

“村民委托—市场代理—政府监管”式的运行格局,确保资源流动的自主性、系统运作的高效性和主体竞争的有

序性。在此基础上,各个主体的合作效果最终以公共文化服务整体质量呈现给村民,这要求重点深化“效能倒

逼”式的运行关系,以农民实际需求、满意度为标准,淘汰不合时宜的服务主体、内容、模式。同时,利用村民公

共文化自组织灵活的特点,不断优化多方组织合作结构,缩小需求与回应的“轴距”,从根本上提升质量与效率,
并降低成本,提升村民对服务的认同,实现“合作—提效—合作”的良性循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具体表现为从价值导向、功能定位、建设路径三个维度实现的“城市文化下

乡”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从“重供给”到“重服务”的转型,更是在

回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实问题的同时,实现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思路、服务内容、互
动模式的新诠释、新安排。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是价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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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分馆制改革是《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热点,是以市文化馆、市图书馆为中心馆,
以区文化馆、区图书馆为总馆,以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以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为服务点,以社会分馆为补充的

上下联通、结构合理、服务优质、有效覆盖、运行高效的文化馆、图书馆服务体系。



向、功能定位、路径模式转型的过程。这不仅要求改进农村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方式,更要将村民纳入参

与公共文化计划制定、项目实施、活动推行、评估监督等过程中。回应诸如服务机制空转,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困

境,通过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吸引群众参与,以内生性促自觉性,促进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产生

内在化的维系机制和秩序化的功能配置,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以满足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促进农村社会的幸福和谐稳定。

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RuralPublicCulturalServices:
From“GivingUrbanCulturetotheCountrysideDirectly”

to“RevitalizedLocalRuralCulture”

LUOZhe,TANGEr-Dan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Therevitalizationofruralcultureisthevalueorientationgiventotheruralpublic
culturalservicesystembythetimes.Thetransformationofruralpublicculturalstructureis,in
thefinalanalysis,thetransformationofruraldevelopment.Itisnotonlythereconstructionof
ruralpublicculturalservicecontent,mechanismandmode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
ization,butalsothemoldingprocessofnewruralvalues,behavioralnormsandmorals.Specific-
ally,therevitalizationofruralcultureisbasedontheculturalendogenousstimulatingcultural
consciousness,reconstructingculturalidentitytopromoteculturalself-confidence,realizingthe
strategictaskof“entertainingpeople,educatingthepeopleandenrichingthepeople”,andis
basedonthevalueconceptofreshapingtherejuvenationofruralculture,improvingtheadapta-
bilityofthesupplysideofruralpublicculturalservicestothedemandside,promotingthe“in-
heritance-innovation”of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dvancingthe“open-integration”ofrural
publicculturalservicecontent,andrealizingthe“effectiveness-enhancingenergy”ofruralpublic
culturalservices.Thefocusistobreakthroughthedilemmaofpublicculturalservicecontent
emptyingandservicemechanismidling,comprehensivelyimprovethequalityandgovernanceca-
pacityofruralpublicculturalservicesgovernance,andreconstructruralsocialidentity,promote
urbanandruralculturalintegration,andhelprural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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