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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如今，宁波乡村的发展更加聚焦于挖掘文化的深层底蕴，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乡村运营的深化

■文化特派员应全面掌握进驻乡村的文化资源状况、居民文化需求及面临的挑战，提出既符合实际又具创意的乡村建设意见

■文化特派员要善于察觉互联网时代的新风向，带领乡村积极拥抱新时代下新的发展样态

■村民不仅是乡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促使他们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与保护之中，才是形

成乡村发展长效机制的关键

A 宁波的乡村振兴，正在“大变样”

记者：您曾在全国许多乡村开展
走访调研，在您看来，当前我国的乡
村发展有哪些共性？宁波的乡村发展
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吴立行：我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
描述全国的乡村发展状况，但可以大
致将其分成两类——相对发达地区的
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

以宁波为例，发达地区的乡村在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

“五个振兴”上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当前

的建设重心则聚焦于两大方面：首先
是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下的组织振兴，
其次是侧重于满足村民基本物质需求
的产业振兴。

宁波乡村的发展现状，可从横向
与纵向两个视角深入剖析。

横向比较而言，宁波是乡村建设
的“探索者”。这些年来，宁波的乡
村建设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实践到打
造示范、总结经验的过程。纵向观
察，宁波的乡村发展正步入转型升级
的新阶段，这要求我们探索全新的发
展内涵。以往，乡村振兴的焦点多集

中于环境美化，但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乡村振兴更加聚焦于挖掘文化的
深层底蕴，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乡
村运营的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运营如今不
仅仅局限于一种政府行为，而是转变
为政府主导下通过选拔专业团队开展
乡村建设的集体行动。过去，人们往
往仅以乡村的外观是否美丽来评判其
发展程度，而现今，文化与产业的价
值已成为村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看来，将文化发展与乡村运
营紧密结合，从现有设施中挖掘新的

经济与文化价值，是乡村未来发展的
可行路径。

此外，乡村策划与设计理念也
经历了转变。以往为美化乡村而设
计的方案，更多聚焦于公共空间的
建设，如文化礼堂、公园和露营地
的打造。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庭
院经济的发展，即开发村民的私人
空间与家庭空间，鼓励大家共同参
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像宁海、奉化
等地部分村庄实施的抱团联营、乡
村振兴带等发展模式，也一定会越
来越普遍。

吴立行：文化“建”村，
需要因地制宜的“金点子”

B 既要深入调研，也要开拓思路

记者：长久以来，您开展了许多
文化赋能乡村的相关工作。从您的角
度来看，文化特派员的工作要从哪些
方面发力？

吴立行：文化特派员是当前阶段
富有潜力的乡村振兴抓手，能够结合
其自身多样的文化特长推动“文化建
村”，从而促进乡村文化与经济产业
的共同繁荣。

今年 4 月 30 日，浙江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文化特派
员 工 作 实 施 意 见》。 该 《意 见》 指
出，每名文化特派员服务周期为两

年，每年要驻乡镇 （街道） 100 天左
右，每个月至少要赴基层指导服务
一次。这一规定凸显了对文化特派
员“懂乡村所需，做乡村所求”的
工作要求。

在我看来，文化特派员的首要任
务是深度调研服务的乡村，全面掌握
当地的文化资源状况、居民文化需求
及面临的挑战。唯有深刻洞察乡村实
际，方能制定既符合实际又具创意的
文化振兴策略，方能依据各村独特的
文化底蕴与村民兴趣，打造多样化的
地方发展模式，避免陷入“一刀切”

“套模板”等发展陷阱。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认乡村
振兴的发力方向至关重要。文化特派
员要善于发掘乡村的历史文化、传统
技艺、地理资源等条件，并通过现代
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和推广。在这方
面，宁波市首批文化特派员近半年来
已经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实践。

例如，在“糖丸爷爷”顾方舟的
故乡——海曙区洞桥镇前王村，市级
文化特派员陆晓莉把夏令营办在村
里，并将顾方舟的故事融入情景舞台
剧里，有效传递了前王村深厚的人文
底蕴，也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
情。在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市级

文化特派员陈晟基于当地已有的建筑
和产业基础打造的“艺创鞍山·人文
乡野”，成为宁波市有名的乡村建设
案例。

此外，带动乡村文化发展的手段
有很多，文化特派员的工作思路不妨
更“大胆”一些。制作乡村文化宣传
片，活用文化礼堂、图书馆、文化广
场等乡村文化阵地，进一步开发特色
文创产品⋯⋯文化特派员要善于察觉
互联网时代的新风向，带领乡村积极
拥抱新时代下新的发展样态，以进一
步推进文化产业帮扶和文旅融合，用
乡村“共美”推动乡村“共富”。

C 乡村振兴，让村民成为“主力军”

记者：您曾多次提到，村民是文
化赋能乡村过程中的“主力军”。能
否请您展开讲讲，村民之于发展乡村
文化的意义体现在何处？

吴立行：村民不仅是乡村建设的
直接参与者，更是受益者，他们对乡
村的文化底蕴、生活习惯和风俗民情
的了解也最为深刻。因此，激发村民
的内生动力，促使他们主动投身于乡
村建设与保护之中，是发展乡村文化
的核心所在。

反之，若村民在此过程中缺乏参
与感和主体意识，仅凭外来力量的推
动，便难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故而，文化特派员在执行文
化项目时，需深入村民生活，挖掘细

节，让群众当“主角”、做“民”星。
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丝路艺术

研究中心主任万剑为例，作为宁波
市首批文化特派员之一，她进驻余
姚市泗门镇万圣村——一个以中华
鲟保护和渔业文化著称的村庄。她带
领团队深入村民家中，拍摄微电影、
地方宣传片，让村民当“主角”，极
大地激发了当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
热情。

目前，万圣村已构建起集渔村庭
院美化、新农人微视频拍摄、海洋非
遗建设、“万圣鲟宝”文化发展、“万
圣渔韵”文创开发于一体的乡村发展
框架，村庄建设体系、运转模式和推
进路径已经基本成形。在此过程中，
文化特派员发挥了启发、辅助和赋能

村民的重要作用。
需注意的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并非一个短期目标，而是长期、动态
且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实现村民的自
主运转是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文化
特派员不能仅单向输出，而应注重培
养当地的文化骨干和志愿者队伍；针
对具有戏曲、手工艺等文艺特长，有
潜力带动当地文化发展的村民，应为
其提供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积极参
与乡村文化活动。同时，对有创业意
愿的村民，文化特派员更应积极引导
其投入当地建设。

北仑区大碶街道周隘陈村的经验
或许能够带来一些启示。此前，当地
村民有开设西餐厅的意愿，省级文化
特派员沈苏杭、黄彦便为村民牵线搭

桥，让他们前往西餐行业生态成熟的
丽水市青田县学习取经。在“山”与

“海”的交融中，在周隘陈村村民的
创业热情下，文化特派员成功推动了
当地微业态的发展。

由此可见，文化特派员应为村民
提供创业培训和市场营销指导，培养
他们的营销能力和市场敏感性，将文
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基于对乡村
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文化特派员应
运用完善的培训体系赋能村民的创业
能力，避免当地特色产业出现“一时
热，落幕快”的情况。只有让当地村
民成为有想法、有能力的创业家，才
能实现“以一个人，带动一个团，助
力一个村”的美好愿景，进而促进精
神共富，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6月，宁波首批
156名省、市、区（县、
市）三级文化特派员进驻
各派驻点，通过文化资源
挖掘、品牌打造等途径，
以自身专业特长赋能乡村
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
兴。

上周，宁波市文化特
派员项目展演和赋能活动
举行。百余名文化特派员
齐聚一堂，以展演的形式
汇报他们近半年来在乡村
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活动中，南开大学艺
术设计系视觉传达专业主
任、“万企兴万村”乡村
振兴示范基地项目负责人
吴立行作为特邀嘉宾，跟
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在
各地开展艺术乡村建设的
经验。

多年来，吴立行秉持
艺术赋能乡村的社会设计
理念，关注乡村的人、
文、地、产、景五大板
块，深入浙江、河南、山
东、四川等地进行调研与
驻村，并设计可持续的乡
村振兴方案，为各地乡村
打造专属“文化名片”。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乡
村文化的专家，吴立行对
乡村建设有什么看法？活
动结束后，记者对他进行
了专访。

见习记者 王佳辉 顾佳诚

南开大学艺术设计系
视觉传达专业主任、“万企
兴万村”乡村振兴示范基
地项目负责人吴立行。

（吴冠夏 摄）

市级文化特派员陈莉娜在鄞州区走马塘村组织箜篌音乐快闪。
（许天长 摄）

吴立行此前在宁海县骆家坑村开展艺术乡建。
（受访者供图）

市级文化特派员陈晟组织暑期美术公益课程。
（张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