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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乡文化生活领域中

的具体体现，其实质在于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实

现城乡文化的均衡发展和融合发展。

一、我国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

现全面文化小康，就必须填平城乡文化“鸿沟”，补齐

农村文化发展的“短板”，充分认识城乡文化一体化

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不移走城乡文化一体化融

合发展之路。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

然要求；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城乡文化优势互补，

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

益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可行性

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

其现实必要性，但要将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转化为

现实可行性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这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

础，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

文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经济

的市场化改革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文化氛围。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工在城乡

之间的流动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创造了社会条

件。四是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为城乡文

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我国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提高认识，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思

想基础

一要认识到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广大农

民的迫切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农村文化

建设、振兴乡村文化、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不

仅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成为广大农民的迫

切愿望。二要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难点和重点在“全面”，在农

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城乡分割”思维定式，牢

固树立城乡发展“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城乡文化发

展，切实改变重城市文化发展、轻农村文化发展，重农

村经济发展、轻农村文化发展的错误观念，坚持城乡

文化发展并重，坚持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文化发展

并重，贯彻落实统筹协调发展新理念，全力补齐农村

文化发展短板，实现城乡文化共同繁荣。三要认识

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和主力军是农民，农民

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

展奠定物质基础

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明确土地集

体所有的前提下，实施并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效对接。二要拓宽农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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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渠道，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政府要加大

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力度，继续采取向“三农”倾斜的

政策；农民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广开就业门路，开辟

增收新途径。

第三，拓宽渠道，建立农村文化建设多元投入机制

一要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中的主

体责任。鉴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纯公益性事业，

受益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各级政府理应承担起

主体责任。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和各级财

政的支撑作用，确保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足额到

位。二要建立农村文化建设多元投入机制。政府是

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应拓宽

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农村文化建设，实现农村文

化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三要制定和完善文化经济

政策，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强化“造血功能”，增强农

村文化建设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四，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加大城市对农村

文化建设帮扶力度

一要加强城乡文化人才配置的宏观调控，吸引

优秀文化人才向农村流动。首先，要用待遇、用感

情、用事业留住农村现有文化人才，吸引城市文化人

才到农村去；要重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其次，加

强文化设施共建，构建城乡一体的文化设施网络体

系。文化设施既是开展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载

体，又是衡量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乡文化

设施差距较大既是城乡文化差距较大的表现，又阻

碍着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要确立城乡文化

设施一体化建设理念，补齐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短板，

加大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实现文化设施的城乡

共建共享。二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城乡文化

信息交流，以信息化带动均衡化。在信息化时代，城

乡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和便捷化，对城乡文化一

体化发展十分有利。为充分利用信息化发展成果促

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城乡文

化均衡化发展，必须加大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和信息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使他们掌握一定的信息技能，学会并善于运用互联

网等技术，学会共享城乡文化信息资源。三要加大

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援助力度，创新城市文化反

哺农村文化的形式。继续深入开展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实施文化精准扶贫，多管齐下，实现

城市文化反哺农村形式多样化。

第五，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增加农村文化服

务总量

一要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解决广大

农民听广播难、看电视难问题。二要深入实施农村

电影放映工程，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三要深

入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满足农民读书需求。四要广

泛实施国家公共文化云推广工程，实现全国各级各

类公共文化机构的互联互通，资源和服务的共建共

享，打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提高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利用效能。五要切实增

加适合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按照有标

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第六，强化督查问责，完善干部考评奖惩机制，

把农村文化建设和帮扶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干部政绩

考核体系

一要强化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督查问责。督查历

来是推动党的决策落实的重要利器。要充分发挥督

查问责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就要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倒逼各级领导真正高

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形成一种不抓农村文化

建设不行，抓不好农村文化建设也不行的局面。二

要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考评奖惩机制。建立健

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考评奖惩机制，对于农村各级

领导干部抓农村文化建设有检查督促、加压驱动之

功能，对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农村文化建设具有

极大的教育引导作用。三要把帮扶农村文化建设纳

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既要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

目标责任制及配套的考评机制，又要建立城乡文化

帮扶责任制，把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

市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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