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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对接
———以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为视角∗

刘曙东,黄向阳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地方高校在破解这一难题中起着重要作用。地

方高校可以通过直接向农村地区输送文化产品、文化建设人才和加大农村本土文化建设人才的培养的途径,缓解

这一难题;同时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对接还能有效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使校园文化

建设更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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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之一,在
地方文化建设中不仅承担着文化生产的重任,也承

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特别是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解决当前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中承担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为视

角,探讨地方高校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对接,
以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共同发展。

一、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相对于城市文化产品日渐丰富,城镇居民文化

生活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现状,我国广大农村

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的文化权益还远

未得到保障,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远未得到满

足,存在着“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选择权被忽视、农

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质量不高”[1]的现象。导致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村地区文化产品的供给严

重不足。

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一是表现在文化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我国农村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已经有了明显的

改善,但与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还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相关数据显

示,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的文化基础设施如下:农村地区有公园的乡镇所占

的百分比分别为11.7、23.3、9.9、6.6、8.9,拥有广

播、电视站的乡镇分别是71.3、72.6、75.6、67.4、74.

7,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所占比例分国别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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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7、4.8、7.6,拥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分别占

13.4、18.1、9.7、10.9、16.4,村中有农民业余文化组

织的比例分别是15.1、19.4、12.8、12.0、15.4[2]。上

述统计数据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近些年来我国农村

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村

地区文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现状。农村文化基础

设施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居民游乐无场所、健身无

场所、读书等无场所,从而将农村居民不得不逼到牌

桌上去,严重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
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二是表现在农村

地区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彭培兰、黄向阳在

《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共享的思考》一文中指

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权益被忽视。当前农村地

区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着替代选择的现象,即由政

府或者送文化下乡的实施者代替农村居民选择文化

产品,选到什么就给农村居民提供什么,就送什么文

化产品到农村。“替代选择的结果往往是农村居民

的消费愿望无法表达出来,农村居民难以消费到自

己真心喜爱的文化产品。”[1]送文化下乡虽然使农村

地区的文化产品供给上升,但由于这些文化产品往

往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甚至有些送文化下乡者送到乡下的文化还是诸如黄

色文化的有毒文化,从而导致的是农村地区文化产

品供给的虚假繁荣,导致的是农村文化市场上文化

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有效供给不足,不仅不能满

足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还严重干扰政府部门

及社会各届对农村文化建设状况的判断,使政府和

社会不能及时找出农村文化建设的应对之策。
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三是表现在农村

地区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不足。第二次全国农业普

查的数据揭示,2006年时,我国农村地区拥有业余文

化组织的村的比例是15.1%。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

地区的文化生产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农村居民

还不能自主从事文化生产,还不能以自己的文化生

产来满足自己的文化消费需要,其文化消费需求的

满足必须依赖于外部供给。
上述种种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文化建设

的开展,也影响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制约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要真正解决好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

不足的难题就需要我们在加大向农村地区输送文化

产品的同时,加强农村地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

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受农村居民自身文化

素质的制约、受农村地区文化资源贫乏的影响,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文化建设

还要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大力支持。

二、文化建设对接的作用

针对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中央

政府在出台政策支持加强和发展农村地区文化生产

力的同时,也强调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文化援助。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
立健全文化援助机制。通过援赠设备器材和文化产

品、共享文化资源、业务合作、人员培训、工作指导等

方式……帮助农村和西部地区解决文化产品和服务

相对缺乏的问题,支持其文化建设。……广泛开展

文化志愿者活动。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和大、中学生志愿服

务日行动中增加文化服务的内容。”[3]中央在规划中

提出要发挥高校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就
是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对接,通
过对接援助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特别是地

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的

作用。
强调地方高校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对

接,加强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产品供

给中的作用,在援助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既不是夸大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作用,也不是否定其他主体在农村文化建设中

的作用,而是由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特点和校

园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强调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

对接,发挥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既是解决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

足的需要,也是解决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产产能过

剩的需要。相对于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

状,地方高校往往存在着文化生产过剩的现象。由

于高校聚集着大量的文化人才,也由于高校高度重

视校园文化建设,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和改善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国高校的

校园文化生产能力都比较发达,文化产品供给相对

丰富,而且存在着文化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现象。
由于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许多校园文化精品项目

只在校园进行了少数几场表(展)演便封藏起来,从
而严重影响了学生从事文化创作和文化生产的积极

性。因此,若能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

的对接,将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服务对象从校园扩

展到农村,不仅能够解决好当前农村地区文化产品

供给不足的难题,也能够解决当前校园文化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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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难题,从而很好地调动大学生

文化创作和文化生产的积极性,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的发展。
强调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

对接,发挥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健康的文化产

品,避免农村地区受文化毒品、文化垃圾的侵袭。由

于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有人便趁虚而入,将一些

文化垃圾,甚至是有毒文化贩卖到农村文化市场,于
是农村文化市场上出现了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色
情文化、反动的邪教思想等等,这些有害文化的存

在,严重危害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相对于

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乱象而言,高校校园文化是

在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从事的文化建设,健康、向
上、拒斥一切文化毒品的侵袭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的主题。坚持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对

接,以校园文化产品供给农村文化市场,能够有效地

使农村文化市场远离文化毒品的毒害。
强调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

对接,发挥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能够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文化服务

强化大学生服务的意识,帮助大学生解决好文化是

为什么人服务的这个认识问题,进而增强大学生的

为人民服务意识。我们的文化建设是要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并引用列宁

的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服务’”,也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所谓“最广

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

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P854)当代中国

农民依然是中国最广大人民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他们也是最迫切需要文化服务部分,我们所有的文

艺工作者,包括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者都必须牢记

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坚持送文化下乡,以
健康优秀的文化服务人民大众、服务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在服务中增强大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
“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

思主义”。[4](P858)

强调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

对接,发挥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还能够有效地推动校园文化生产,使
校园文化产品更富有时代气息。高校学生应该了解

社会,校园应该和社会融为一体,这是毛泽东在1917
年就提出了的观点,“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

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

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
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

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5]校园

文化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校园这个小圈子中发展

文化,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将校园文化的影响力

扩展到社会,推广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并从群众中间

汲取有益的成分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使之

更富有时代气息、生活气息。

三、实现文化建设对接

地方高校校园文化走向农村地区,实现校园文

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对接,改善农村地区文化

产品供给状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第一,送校园文化产品下乡,改善农村地区文化

产品的供给现状。送文化下乡依然是现阶段地方高

校支援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通过送文化下

乡,将高校现有的文化产品直接输送到农村,实现地

方高校文化建设成果与农村居民共享,从而能够短

平快地改善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状况,及时弥补

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但在送文化下乡的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产品与农村居民文化需要

的适应性,注意到农村居民对文化产品的可接受性。
为了防范替代性选择带来的不适应性,地方高校可

以在送文化下乡时先就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进

行调研,了解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现状、特征,
既要尽量做到送下乡的文化产品不重复,也要尽量

做到送下乡的文化产品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

相适应,特别是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理解能力相

适应。
第二,送文化人才下乡,提升农村地区文化生产

力水平。送文化下乡,除了直接送文化产品下乡外,
还可以通过加大送文化人才下乡的方式来改善农村

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当前农村地区文化产品

供给不足,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文化建设人才大量

流失有关。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农业生

产的回报率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地区

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

追求城市化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这样就导致

了农村地区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从而严重削弱了

农村地区的文化生产能力。针对农村地区优秀人才

大量涌向城市的现状,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他们的流

动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大趋势的;另
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人才流失以后给农村文化生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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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现实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

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重

要途径就是向农村地区输送文化人才。地方高校可

以通过大学生村官、农村特岗教师计划等,有意识地

将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秀人才向农村地区输送,通
过他们的农村工作带动农村地区的文化生产,缓解

农村地区的文化生产不足难题。
第三,培训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变“送”为“种”,

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本土化生产,从根本上改变农

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

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

加强农村地区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实现文化产品

的本土化供给。相对于送下乡的文化产品来说,本
土化生产的文化产品更适合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

求,更贴近农村居民的现实生活,更能为农村居民所

接受;相对于送文化人才下乡来说,本土化生产具有

更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因此,解决农村文化

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大农村地区本土

文化人才的培养。通过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文化

管理部门的联合,选拔优秀的农村文化人才到地方

高校接受培训,提高本土文化人才的文化素质、业务

水平,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从事文化生产,创作出更

多更好地适应农村居民文化生活需要的产品。
解决当前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需

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以社会合力推动农村文化建

设的发展,在这个合力中,地方高校无疑承担着重要

作用,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对

接,不仅能缓解当前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
也能够通过加大本土化人才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好

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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