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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宁夏乡村传统节庆文化活动的对策建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两个结合”

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

“两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是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和新任务。乡村作

为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根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宁夏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建设，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并取得显著成效。乡村

节庆文化活动因其效用的在地性、内容的集萃性和良好的互动

性，深受农村百姓喜爱，是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是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开展文化“两

创”的重要阵地。 

一、宁夏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现状

一是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开展乡村节

庆文化活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宁夏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以举办群众文化活动为抓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据统计，2023年中央和自治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共计2075万元，其中1240万元用于补

助基层（县、区）、占比约 60%。在获得补助的 43项全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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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项目中群众文化活动为28项、占比约65%，基层群众

文化活动 23项、占比约 53%。基层补助资金 270万元，占全区

补助资金的13%。截止2023年，全区标准化乡镇综合文化站覆

盖率和达标率分别为100%和89%，县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覆盖率为98.3%，全区有农民文化大院580多个，民间文艺团队

1000多支，每年自发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上万场次，带动群众广

泛参与，为繁荣群众文化事业、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

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宁夏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各族群众在节庆活动中交融

互嵌。仅2023年，各地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

国传统节日期间开展“我们的节日”群众文化惠民活动2000余

场，参与群众95.38万人次。二月二、中元节、寒衣节、燎疳节

等传统节日节俗和回族群众的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在基层群

众尤其是乡村群众中广泛留存，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团结一致的互嵌场景。

三是文化能人作用突出。几乎全区所有乡村文化活动的举

办都离不开当地某一个或是某几个文化能人的倡导和坚持。这

些文化能人虽生活、散布于各个乡镇，但他们熟悉乡村的乡情

历史、乡风民俗、掌握相对杰出的传统艺术才能，在当地乡村

生活，尤其是乡村文化生活中往往具备较大的影响力，在乡村

文化活动中能够发挥联系同行、动员群众、组织活动的枢纽作

用，正是在他们的协助下乡村文化活动才能进行的更为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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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夏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短板分析

（一）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空间失语”。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发展上给予了一定重

视，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然而重视程度与当前的经济社

会发展还不相适应，甚至有所欠缺。例如，2023年基层群众文

化活动的补助资金仅占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

13%。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使乡土文化传

承逐渐陷入困境，乡村文化资源有效整合能力弱，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部分地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利用率低、

效能差，缺乏具有时代性、针对性的乡村文化事业管理制度，

导致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在乡村空间丧失话语权，缺乏影响力和

凝聚力。

（二）活动经费不足，导致乡村节庆文化活动举步维艰。目

前，宁夏乡镇、村、街道（社区）文化活动经费主要依托本级

政府进行统筹，没有年度文化活动专项经费，尤其在部分乡镇

文化站、村文化中心，县级财政多根据在编在岗人数拨付事业

经费，大部分经费用以保障乡村文化服务站点的基本运行，没

有充足的经费可投入乡村传统节庆文化活动。如，吴忠市红寺

堡区大河乡香园村高台马社火文化大院负责人为筹集制作社火

巡游花车的经费，不仅申请了村集体财政补贴，还进行了一部

分的个人贷款；同样在香园村的书法文化大院负责人，多年免

费教授本村适龄孩童习字，教室的基本运营费用（水电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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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费等）全由其个人负担。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许沟村已举办

了31届的乡村民俗文化活动，该活动经费以村民众筹为主，剩

余经费缺口常由该村文化能人填补，仅2023年该能人为活动补

贴经费近5000元。经费的缺乏导致乡村传统节庆文化活动举步

维艰，无法充分发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三）乡村空心化现象突出，专业人才不足，导致文化“两

创”受制于“最后一公里”。与国内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类似，

我区的乡村空心化现象较为突出。乡村中青年、优秀人才持续

外流，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问

题仍然存在，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

“两创”的要求之间依然存在差距。由于从事乡村传统文化活动

不能或是极少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自发从事文艺演出的人员

逐渐减少，现有乡村文艺人才多以当地爱好文艺的老人为主，

村级的文化专员严重匮乏，文艺能人更是后继乏人。有些地方

剧种（如盐池道情）因演出市场有限，只能靠老艺人口传心授

予以保护和传承。然而随着老艺人群体缩减，乡村传统文化活

动正处于人走艺绝的境地，成为制约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

“最后一公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空间更好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三、宁夏乡村加强节庆文化活动对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规划，搭建多个主体“共同在场”平台。一

是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结合本镇、本村实际，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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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宁夏回族自治区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的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好包括乡村节

庆文化活动在内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把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行

政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中的内容在村、镇中落实落细。二是

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和引导业余文艺社团、民营剧团、社区和

企业文艺骨干、乡土文化能人充分发挥文化服务职能，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适当补助相关文化活动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民间

艺术团队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三是落实企业公益性捐赠文化活

动减免税政策。鼓励多种经营主体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事节

庆文化活动，积极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移风易俗，助推形成适应

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从

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陶冶情操，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阵地保障。

（二）在不新增财政支出条件下调整拨付对象，精准对接乡

村节庆文化活动端口。在目前县（区）基层文化活动专项经费

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原有部分文化活动经费直接拨付到乡镇

或村级组织，保证节庆文化活动经费专款专用及使用效率。为

全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0人的行政村，设置每村每年 1万元的节

庆文化活动专项经费，鼓励各行政村依托二十四节气、中国传

统节日积极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贴近农村生活的文化

活动。把传统节庆活动和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用“活”

乡土文艺人才、村文化服务中心和文化大院，鼓励支持乡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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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活动。上级主管部门要动态掌握各村

传统节庆文化活动开展和专项经费使用情况，引导和激励乡村

节庆文化活动健康发展。

（三）涵养人才生态，持续强技励能，构建乡村人才发展新

格局。一方面，对那些为乡村文化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乡土技

能人才，优先提供项目经费和活动物资，有志向进入村“两委”

班子的，可列为基层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另一方面，建立

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回流的中青年人才提供“一揽子”服务，

构建全覆盖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同时，通过组织文艺活动发

掘和培养乡村文化能人，不断发展壮大乡村文化带头人队伍，

建立乡土文艺人才库，着力解决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

建议自治区层面每年至少应组织 1次全区基层文化工作者培训

班赴县区外或者赴省区外交流学习，这不仅能激发基层文化工

作者的工作热情，而且有助于营造全社会尊重乡土文化、尊重

乡村人才的浓厚氛围。

（四）坚持以文兴旅，深挖传统节庆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中国传统节日往往有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附

丽，有独特的仪式或其他动态的事象，常以岁时性节物为象征

符号，并有诸多各具寓意的节日食品，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

综合利用这一资源，把握好“两创”精髓，将传统节庆融入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打造乡村节庆旅游品牌，可以不断丰富旅游

项目内涵，使乡村旅游产业更好发挥出乡村物质循环、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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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传递、价值增值的内在功能以及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文化教育等多样的外在功能，从而不断延长乡村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形成规模效益，推动乡村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

的有效提升。可以说，开展乡村农事节庆活动是盘活空心村、

激活乡村综合发展的一剂良药。

（执笔人：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　李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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