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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文化是农村发展的软实力，农村文化建设

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路径。受历史原因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农村文化建

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旧比较薄弱。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影响了农村

社会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发展二元经济模式。城乡

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城市文化成为强势和主流文化，农村文化发展与城市文化发展相脱节。农

村现存的文化样式不断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政协委员 H说，一方面，我

国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城市生活，他们慢慢习惯了城市的各种文化潮流，但自身缺乏对城市

文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在农村，传统农业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小农意识依然存在，新生

代农民已不习惯传统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等，对本土文化失去了回归感，

进而使得农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既失去了自身文化特色，又找不到新的文化根基。

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L 教授认为，我国农民群体中知识分子较少，即便农村孩子考

取大学，也只是以此为跳板流向城市，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这成了农村文化持续发展的瓶

颈。一方面，农村蕴藏着许多原生态文化财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些已流失，有些已后

继无人，缺少专业人才挖掘和保护原生态文化；另一方面，目前缺少针对城乡二元化结构下

农村新文化体系建设的专业人才。

资料 2

近年来，A县农村文化建设有了一定发展，但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规划还有一定差距，还

存在许多问题。下面是“新观察”栏目记者对该县农村文化建设调查采访的一些情况反映。

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副县长告诉记者，全县 28个乡镇，目前尚有 16个未建成乡镇级文化

站。有的乡镇名义上设有文化站，但形同虚设，缺乏适当的活动场所和必要的器材，乡镇的

文化设施闲置、挤占、挪用、变卖现象突出。农村文艺人才的培训工作一直“撂荒”，一些

乡镇、村的文化工作几乎处于无人组织、无人辅导的瘫痪状态，而行政村一级的文化活动场

地就更为奇缺。全县原有农民文艺团队（村社戏班子）125个，现在正常活动的农民文艺团

队不到 10个。南港镇副镇长说，镇文化站编制少、人员少，没有专业的吹、拉、弹、唱等

方面的专业人才。部分村虽然开展了一些文艺活动，但只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次上。农民在

农闲时间的文化活动十分单一，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缺乏，除了看电视、上网，就是玩

牌、打麻将，很少从事其他文化活动。

大桥乡曾经被称为“龙灯之乡”，如今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长期在外务工，不少村庄成了

名副其实的“空心村”。有的村往往只是在春节前后，临时组织开展玩龙灯、跳广场舞、唱

山歌等一些简单的文化活动。去年乡里组织了一次广场舞比赛，虽然进行了广泛动员，还专

门从县文化馆聘请评委，但效果不理想，有些村跳广场舞的人数不够，根本无法组织参赛队

伍，即使勉强报名参赛的，水平也普遍不高。

记者发现，A县文化站的管理由过去以条管理变为以块管理后，对农村文化工作开展十

分不利。乡镇文化干部只注重办好镇里交办的工作，文化部门布置的文化工作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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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农村文化工作管理上的错位，党的文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难以落实到基层。中央

和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经济政策、并要求地方政府对当地文化事业的投入幅度应高于

当地经济增长的幅度，但不少乡镇并不能很好、全面地落实相关的文化经济政策，对公益性

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比，严重失衡，文化建设不能与经济建设同步。

资料 3

近日，G县纪委通报了该县新田镇茂化村村干部套取私分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典型

问题。

经查，2017年 10月，新田镇茂化村取得了财政下拨的 2016年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5600元。除去该村 2016年春节运动员参加新田镇篮球赛和拔河赛等开支 1100元外，该款

还剩余 4500元。

2018年 1 月，村委会主任韦某提出将剩余的 4500元文化经费作为“福利”，村支书黄

某、村副主任陈某均表示同意。最后，韦某、黄某、陈某各分得 1500元。

2018年 5 月，韦某、黄某、陈某等 3人分别被给予开除党籍和停职处分，违规发放资

金已全部被追缴。

G县纪委负责人表示，今后对于挪用侵占农村文化建设资金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一步加

大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让顶风违法乱纪者付出沉重代价。

资料 4

近年来，S 市以“五星达标，3A争创”为总抓手、总载体，突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实施《S市乡村富裕、美丽、和谐、文明全面振兴计划》，全市农村呈现出蓬勃向上、日新

月异的生动局面。

东王村曾经是有名的后进村，村委会主任王某告诉记者，作为采茶戏诞生地，东王村过

去没有一个像样的舞台，建设古戏台成为全村百姓几十年来的夙愿。2017年 8月，在市政

府的关心和全体村民的努力下，东王村新建成了一个占地面积 850平方米、高 13米的仿古

戏台。新戏台古色古香，颇具典雅韵味，成为全体村民赞不绝口的标志性建筑。此外，2017

年，东王村还实施了主要道路“白改黑”、弱电线路“上改下”、景观“绿改彩”、香火堂布

展等工程，联动打出治水、拆违、整治系列组合拳，以精品村建设为目标，争创 AAA级景

区。如今的东王村以全新的姿态完成蝶变，从一个破败落后的后进村，一跃成为一个昂扬向

上、景美人美的新东王。

资料 5

D市赣剧院、民族乐团、戏剧学院等单位近日与郊区M 镇的多个行政村签订结对共建

协议，让“文化下乡”变成“文化在乡”，在乡村振兴中推进乡村文化再兴。

自建立结对共建的长效合作关系之后，乡村学校、“草根”社团等还与专业剧团进行“文

化联姻”，分别成立了赣剧、黄梅戏、京剧传习基地，一批艺术名家来现场讲课、演出，通

过戏曲的“传艺、传神、传德”，将戏曲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乡村、校园。

D市文化部门负责人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再兴是重要一环。从以往的“文化下

乡”到“文化扎根在乡”，这一变化将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繁荣群众文艺，推动乡村文化

建设的长足发展。

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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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材料二，概括 A县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10分）

要求：概括全面、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 150字。

（二）根据所给材料假如你是一名“三支一扶”工作人员，请你设计一份当前农村文化

建设情况的调查问卷。（25分）

要求：（1）遵循先易后难、先人后事的原则，逐层设计编写调查问题；（2）调查问卷要

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调查专项问题和被调查者参与性问题；（3）调查问题的表述要简

洁明了，通俗易懂。

（三）请根据你对材料五划线部分的理解，结合所给材料，但又不拘泥于材料，自拟题

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35分）

要求：观点鲜明，思想正确，内容充实，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语言流畅，700~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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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

【参考答案】

1.设施缺乏。文化站少，缺乏活动场所及器材；文化设施被闲置、挤占、挪用、变卖。

2.人才不足。培训工作撂荒，工作无人组织；文化站编制少、人员少，缺乏专业人才。

3.活动匮乏。文艺团队活跃度低；活动形式单一，群众积极性差。

4.管理错位。文化政策难落实；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少，文化与经济建设不同步。

（二）

【参考答案】

关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情况的调查问卷

为深入了解农村文化建设基本情况，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文化长远发展，特设置此调查问

卷，请大家如实填写。

一、基本情况

1.您的年龄是多少？

2.您的文化程度是什么？

二、专项问题

1.您是否还习惯传统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

2.您的孩子是否愿意留在或回到农村？

3.乡镇的文化站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

4.乡镇的文化人才是否充足？

5.农村的文化活动形式是否多样？

6.党的文化工作各项方针政策是否可以落实到基层？

7.您所在村的村干部是否存在套取私分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等问题？

8.村里是否建设了如仿古戏台等文化设施？

9.村里是否与市里建立了结对共建的长效合作关系？

三、参与性问题

1.您平时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哪些？

2.您是否愿意参加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

（三）

【参考例文】

文化扎根在乡乡村振兴有望

农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直接影响农村的长远发展。然而我

国的农村文化却面临建设滞后、设施匮乏、形式单一、人才不足等诸多问题，与城市有很大

差距。因此，要想促进农村经济与文化齐飞，不仅要让“文化下乡”，更要让“文化扎根在

乡”。所以，我们要培养农村文化人才，推进设施建设，丰富活动形式，进行科学管理。

要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就要与城市建立结对共建的合作关系，培训专业人才。孙中山曾

言：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乡村文化振兴同样离不开人才。一方面，要善于借助外力，让“专

业剧团”“专业院校”与“乡村学校”“草根社团”等民间团体结对，共同推进乡村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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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另一方面，更要培训专业人才，增加文艺专业人才编制名额，吸引优秀文艺人才回乡

发展。

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就要建设文化场地，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文化建设需要设施做保

障，让群众想娱乐就“能娱乐”。然而，目前有的乡镇名义上有文化站，实则形同虚设，内

无活动场地及器材，外有“铁将军把门”拒人千里。要破解这些难题，就要加快文化广场等

文化设施建设，还要有效利用原有闲置资源，如文化祠堂、村广播站等。

要丰富文化活动，就要创新活动形式，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有人参与的文化建设才是

充满活力、创造力和乐趣的。然而，如今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少村庄成为“空心村”，

文化活动也只剩广场舞、打麻将、唱山歌等简单形式，节庆日甚至出现“广泛动员、无人参

与”的尴尬。要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就要对传统活动进行创新、包装。如传统文化采访、

宣传片、文化比赛等。

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注重文化政策落实，严查违法乱纪行为。有些地方发展过程中理

念片面，重经济轻文化，文化工作方针难落实，甚至出现套取私分文化建设专项基金的情况。

冯骥才先生说：文化发展的关键是政府。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

保障各项文化政策在乡村落地扎根。同时，对文化基金使用情况加强监管，严惩违法乱纪行

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部分，文化再兴是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只有

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利用好各类人才，做好各项保障，才能让文化之火在乡村重新燃起烈烈

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