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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文化协调发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以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以破解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村文化整体协

调发展为落脚点，不断解决城乡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而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

化需求。就其具体实践而言，通过创新文化供给模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城乡文化

交流，改善农村文化领域的发展环境，缩小城乡间文化发展的差距，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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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矛盾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

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影响美好

生活的关键要素，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明显，

文化作为衡量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指

标，成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的题中之义。具体来说，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实

质就是从系统和全局出发，通过破解农村文化发

展不充分的问题，不断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

距，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

化需求。 

一、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现

实意义

（一）有助于满足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的新需

求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需

求”转向了“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往的生产生

活方式已难以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需求。在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进程中，城乡文

化协调发展有助于改善城乡之间文化供给不平衡

的现状，为实现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现

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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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实践来看，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

程中，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问题，

通过广泛地开展图书馆、文化广场及 3D 影院进

乡村等文化下乡的形式，加大对农村文化的投入

和建设力度，使农村文化呈现出不断向好的发展

趋势。“从人民的需要即需求方面来看，新时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对生活层次

提高和生活内涵丰富的双重诉求。”[2]50“近几年来，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从 2015

年的 11421.7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6020.7 元。”[3]

农民对精神生活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

的趋势，但农村文化供给不均衡的现象仍然严重。

造成现阶段农村地区文化供给不均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既有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保障不到位的

原因，也有以社会各方面力量为核心的团体、个

人参与不全面的问题，两者相互交织，使文化供

给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因此，

加快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对改善城

乡文化供给不平衡的现状具有长远性、根本性和

战略性的意义。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有助于

科学、合理地提高农村文化发展的供给效能，形

成具有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内生优势，充分满足

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的新需求。

（二）有助于构建城乡各环节协调发展的新

局面

我国高度重视城乡发展问题并做出了一系列

重要部署，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

意见》等重要文件。充分强调农村是城乡协调发

展的关键，并提出推动农村各环节发展的具体目

标和重要措施，这对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往我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认识相对片面，

简单地认为城乡协调发展，就是通过改善生产力

发展水平，缩小城乡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今天所

倡导的城乡协调发展，强调的是城乡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有机融合、共同发

展。其中城乡文化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间接地反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特

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

增长迅速，“2019 年全国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消费支出达到 2512 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12.9 %”[3]，

但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仍是农村地区的两

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

期限制，加之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较少，使我

国城乡间的文化消费存在实质性差距，导致文化

难以发挥拉动农村各领域发展的促进作用，造成

城乡间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因此，加快美好生活

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对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消

费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城乡

文化协调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的环境，保障城乡

间发展的质量，构建城乡各环节协调发展的新格

局。

（三）有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城乡文化关系是城

市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实践问题。城镇化是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4]64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时着重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既要有城市现代化，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仅在于实现城市的单向

发展，更在于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

协同发展，通过城市带动、反哺农村，增强城乡

发展的协调性和关联性，促进城乡文化在交流互

动中共同发展。

同样，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也反作用于城镇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

应用于城市的文化建设中，这有利于城市文化在

发展中集合更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快城市文化

的发展速度，使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但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

多数，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文化水平、科技应

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在文化产业竞争、文化创

新发展和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较

大的差距，这导致农村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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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状态，严重限制了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加

快推进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对于繁荣农村文化、提

高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城乡文化协调发展

有助于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改变农民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增加

农村居民流入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的整体空间，

助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二、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内

在逻辑

（一）逻辑起点：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需要理论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人对于

文化的需要其实就是现实的个人与文化发展之间

的相互联系。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

在充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以人的现实

需要、人的全面发展为引领，着眼于满足农村居

民新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意识

与文化创新能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作为逻辑起

点，对人的文化需要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探究价值。

首先，马克思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

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

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531 就本质而言，

人的需要不是一个空洞的范畴，它是在历史与现

实的基础上，经过人类不断实践与创新所形成的

一种范畴。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是在

新时代背景下以生产力的高效发展为前提，通过

具体的实践活动，使自身基本物质生存需要得到

充分满足，从而产生了的新需要即精神文化的需

要。

其次，在马克思的观点中，他充分肯定了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的需要的最高目标。“没有多

样性需要，就不会有人的多样性的发展，而人的

多样性发展，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6]210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集中体

现，要求突破时空的限制，充分认可人的需要的

重要性，并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追求人的自我需求

的满足。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改善农村文化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为人

民群众提供平等的可供选择的文化服务和发展机

会，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着力点：破解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矛盾

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离不开社会变迁和经济转

型的双重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

重要转变，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已经成为限制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

瓶颈。新时代背景下城乡文化的发展形态，应以

顺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为基础，通过统筹产

业发展布局，合理规划城乡空间结构，不断解决

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文化发展滞后的问

题，从而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

 “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文化是民生的

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衡量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

指标。”[7]9 城乡文化不平衡是城乡在发展过程中，

农村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城乡居民文化需要没有

得到合理满足而出现的一种失衡状态。就本质而

言，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面对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文化不充分的实际，只有

大力发展生产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才能保障人们更好地享有美好生活带来的文化环

境，夯实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根基。

作为矛盾发展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城乡居民

的文化生活需求是在追求社会各领域充分平衡发

展的过程中，在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中

不断完善并得以实现的。应从系统和全局出发，

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机遇，洞察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把城乡文化建设，特别是

农村的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

中，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

（三）落脚点：实现农村文化的整体协调发展

实现农村文化整体协调发展是解决当前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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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

更多地追求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忽视了

文化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导致农村文化发展

落后的现象严重。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

发展具有明确的导向意识，它着眼于当前农村发

展的实际，要求通过解决如何发展农村文化和怎

样促进城乡文化交流的问题，实现农村文化的整

体协调发展。

具体地说，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不同的个

体在城乡发展中紧密相联，城乡文化关系问题既

表现为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输入和延伸，还表

现为城乡文化在发展中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从

城乡文化建设的整体来看，农村文化受传统物质

生产资料方式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导致

其建设根基严重不足；从城乡文化交流的空间来

看，城乡文化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间持续增

长的差距，导致农村无法开展新的创造活动。由

此，城乡文化协调发展致力于弥合我国农村文化

结构、交流空间上的差距，使农村文化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目标深度契合，从而为我国农村文化的

整体协调发展拓展新的交流空间。

同时，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发展，不

仅限于两者之间对各自文化的认可和接受，还包

含着两者对文化传播途径、创新机制的求同和存

异。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就是在促

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动城乡文

化的交流与借鉴，并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加大对城

乡文化的创新和传播，加快实现农村文化的整体

协调发展。

三、美好生活视域下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实

现路径

（一）主体需求：创新文化供给模式，满足

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社会文

明程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8] 当前我国

城乡文化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文化发

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地区文化供给不完善的问题

依然严峻。因此，应针对农村居民多层次的文化

需求，探索建立多主体参与、多方式保障、供需

平衡的文化发展模式。

首先，加强多主体参与力度。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发展日趋深化，传统单一的政府供给主体难

以适应农村居民日趋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因此，

应正确处理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 建立政府、

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农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文化供给体系。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地区不同文

化服务主体的供给标准 , 在明确政府作为责任主

体的前提下，通过发挥市场、社会组织的内生力

加速农村文化发展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发各主

体对文化供给的潜力，使其互相监督、通力合作，

共同助力城乡文化协调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

提高文化市场竞争力的样本；另一方面，要充分

体现农民在文化供给中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

通过组织文化艺术活动的形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

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真正成为参与

新时代城乡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其次，健全多方式体制保障。由于现阶段

我国农村的文化体制完善程度远不及城市，导致

城乡文化领域出现严重失衡，所以健全、创新文

化体制机制势在必行。通过建立具有发展潜力的

农村文化市场，把城乡间的文化资源相对接，在

扩大文化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塑造城乡文化体制改

革创新的优越性，满足农村居民多样性的文化生

活需要。同时探索多元化的监管机制，利用法律

法规约束农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强化政府对于文化市场的全方位制度监管，

优化农村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提高文化体

制的执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农村文化在发展

中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

最后，实现城乡文化服务供需平衡。新时代

条件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成为衡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重

要指标。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提高农村文化服务的

建设水平，但是城乡文化服务的差距较大，致使

农村文化的服务功能滞后。因此，应坚决遏制向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倾斜的趋势，通过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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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文化发展的投入力度，多渠道、多形式

扩大农村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科学、合理、统

筹完善城乡文化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资源配置

的有效优化和整合，推动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同

时，要时刻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为导向，

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和回应机制，

努力营造适应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内在发展动力

的公共文化服务环境，使农民成为享有城乡文化

协调发展成果的最大主体。

（二）优势互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

农村资源优势最大化

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是赋予生产方

式新的时代意义的过程。在人民美好生活之文化

需求日益增长的大环境下，发展特色文化是发挥

文化资源优势、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实践路

径。应着力搭建与美好生活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平

台，走出一条以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优势，

以强化文化认同、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实现要

素结构优化升级为发展目标的特色文化之路。

首先，强化人民对于文化的认同。人的生存

和发展环境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城乡间文化发展

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特点。因此强化文化认同

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内在基础。因此，应着力

构建互动、互鉴、互助的城乡文化认同机制，通

过利用城乡间多元文化的优势，保障城乡在发展

中相互接触、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城乡居民形成

共同的价值意识，增进其对文化的认同。同时，

要充分调动农村居民参与本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

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引导农村居民在文化建设中

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重视特色文化发展带来的

潜在价值，促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向好发展。

其次，提高特色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城市文

化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占据更多优势

的文化资源。但农村文化受经济发展水平、地理

位置、人口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一直处于

弱势地位。因此，应依托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

文化资源，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原则，在加大政

府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村优势文化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主要利用农村资源丰富、人口

密集、环境优美等优势要素，将产业的良性发展

聚焦于特色文化产业上，大力发展乡土特色产业、

绿色生态产业。同时，要把农村文化发展与城市

文化发展结合起来，在尊重农村居民实际文化需

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文化发展

模式，拓宽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途径和农村文化

产品进入城市的渠道，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现

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双向互补。

最后，实现农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优

化升级。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是促进农村现代转型发展、实现农村文化要素优

化升级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国家应正确引导和

积极支持农村文化的转型创新，鼓励人民群众自

觉兴办本区域独具特色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充分发挥自办文化筹资途径多样化、执行手段灵

活性的优势，提高其在产品竞争中的市场占有率

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应深入挖掘农村优秀文化

在发展过程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价值、

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使其充分发挥在城乡文化

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指引作用，适应新时代文化发

展以及现代社会秩序的需要。

（三）互动交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

城乡文化双向互动

在文化需求快速增长的时代，城乡间文化交

流应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信息

技术的牵引作用，寻求城乡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

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

展。通过建立文化传播机制、构筑文化交流载体

和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

吸引力，从而促使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交流互

动中更加主动化、全面化和持久化。

首先，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特点的文化传

播机制。由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广，思想

文化多元，城乡间信息、资金及资源等要素的交

流日益频繁，原有的城乡单向文化传播方式已不

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媒介传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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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对农村先进文化设施建设力度，通过发挥

新媒体的作用，创作生产适应城乡文化交流的媒

介产品，推动各类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更广范围

的传播，从而补齐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短板，使

人民群众人人获得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全新文化

体验。在科技创新上，要鼓励文化企事业单位积

极引进最新科技成果和文化产品，加大对农村地

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现代信息技术研发力

度，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促使文化更广泛

的传播。

其次，构筑城乡文化交流的信息载体。由于

美好生活需要涉及领域以及服务主体对象不同，

导致不同领域的文化运行方式和交流手段存在较

大差距。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城乡文化的交流其实

质就是把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相结合，在充分满

足主体选择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丰富主体

在物质、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体验。一方面，通过

加强对各类文化产品的使用和分配，优化文化的

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提高农

村居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使他们学会并善于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共享城乡文化的信息资源，以此增

进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互动；另一方面，建

立覆盖范围广、吸引能力强的城乡信息网络一体

化发展模式，让现代信息技术成为城乡文化交流

的主要工具。通过实施广播电视全覆盖、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多保障等措施，提高信息化在城乡文

化交际中的利用效能，促进城乡文化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

最后，促进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及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文化服务

业、文化生产行业的信息活动更加广泛。通过加

强信息技术利用可以集合更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为农村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

更全面的信息来源。一方面，培育新兴文化发展

样态，通过将新技术的应用与农村经济发展现实

相结合，促进社会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形式各

样的文化生产与服务活动中，推动文化产业更好

地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另一方面，依托信息网络化大力发展城乡间的现

代物流业，充分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的显著优势，

加强区域内产业间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使其在

更大范围内改善文化交流的空间载体和流通渠

道，推动农村地区文化产业与信息科技及相关产

业的融合发展。

四、结语

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对满足农村居民精神文化

新需求、促进城乡各环节协调发展以及推进新型

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认可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作

用，并把如何更好地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作为

新时代的一项重要课题。因此，在实现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积极探索满足城乡居民基本文化诉求的新

路径，从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实现

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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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tter Life

Zhang Peng   Fang Bingha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rt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life takes the Marxist needs of 
human being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focu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s the foothold, constant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cultural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us meeting the diverse,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As far as its concrete practice is concerned, through innovating the mode of cultural supply,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e field of rural culture is improve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narrowe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is realized.
Key words: Good life;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ner logic; 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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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Policy Research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NKI and CiteSpace

Wen Juny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35011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NKI database and CiteSpace tool, various visualized charts were presented for the research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ies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research frontier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ies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sorted out in a dynamic and quantitative wa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ies in different places is summarized into thre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ree stages of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ading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olicy research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rontier direction of this 
research field.
Keywords: Off-sit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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