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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广袤乡野文化自信

“文化特派员”让乡村唱响共富之歌 ◎ 记者 贾 露

上周，浙江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发布《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公布了首批100位省级文化特派员

名单。百人中，最大的48岁，最小的26岁，他们既有机关干部、高校老师，也有媒体记者、文化文艺协会、学会骨干，还有城乡规划师等，

他们将分别结对100个村，以文化之力助推乡村振兴。

那么，什么是文化特派员？百位文化特派员如何选“派”？他们将为乡村做点什么？

当前，浙江农村正持续深化“千万工

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浙江农村地区居民对高

品质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旺盛，对推进文

旅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需求更加

迫切，对挖掘提炼弘扬地域优秀文化更

加期待，这成为浙江在中国首创文化特

派员制度的重要原因。

一人一村
以文化之力造成果、作贡献

什么是文化特派员？

《实施意见》中指出：文化特派员是

党委宣传部门会同机关、高校、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按照一定程序选派，具

有高水平文化素养及文化专业特长，指

导乡镇（街道）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个人。简言之，就是让有文化特长的人

派下去，参与指导乡村文化建设工作。

他们将通过“摸需求”“送服务”“种文化”

“立品牌”让农民群众享受到更高品质的

文化生活，肩负起以文惠民、以文兴业、

以文润村的文化使命。

《实施意见》中规定，文化特派员服

务周期为两年，其主要承担“1+1+N”系

列工作，即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内，重

点指导 1 个行政村，结对 1 家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开展 N 项工作

任务，包括政策宣传教育、文化服务供

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

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

与指导。

对文化特派员的工作，浙江提出要

做好资源整合、力量聚合、项目融合“三

篇文章”的要求。“推出文化特派员工作，

最终目的是以‘一个人，带动一个团，助

力一个村’的方式，聚焦文化赋能，促进

精神共富，推动乡村振兴。”省委宣传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文化特派员这一创新

之举，为的是联动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全

省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为

乡村全面振兴造成果、作贡献。

办好“特”事
既惠民生，也暖民心

文化特派员的“特”，源自“特”精准

地选派。

文化特派员不是“单向度”式选派。

文化特派员的情况被逐个“盘点”后，要

再和基层需求一一匹配，基层想要什么

样的人，人才想去什么样的村，省里来牵

线搭桥，从“单向度”变“精匹配”，主打一

个“双向奔赴”。

浙江省农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顾兴国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他

此次的派驻点是嘉兴桐乡市河山镇八泉

村，前天，他已到村里正式报到。

这是顾兴国第五次来到桐乡，每一

次都与蚕桑文化有关。而蚕桑文化，也

是八泉村的“王牌”产业。顾兴国与八泉

村的“配对”，无疑是一次双向奔赴的牵

手。

“在八泉村，几乎家家栽桑，户户养

蚕，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产业。前

几年，我曾来村里调研过蚕桑文化。”对

于这个坐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桐

乡蚕桑丝织技艺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轧蚕花”的村子，顾兴国印象深刻，

也深感责任艰巨。

“村里现在有多少桑树种植面积？”

“蚕乡风俗体验馆平时有活动吗？”⋯⋯

报到当天，顾兴国就把村里的桑野岛、蚕

乡风俗体验馆、乡村俱乐部走了个遍。

虽然肩头的担子不轻，但顾兴国依然对

接下来的工作充满期待。“我会结合八泉

村的实际情况开展前期调查工作，进一

步挖掘蚕桑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做好农

业研学课程的开发，竭力推动农文旅产

业的发展。”

“这几年，八泉村的村容村貌日新月

异，但乡村经营的深耕，却缺少专业人

才。”河山镇八泉村党委书记陈越新说，

八泉村享受到了浙江“千万工程”的红

利，自入选省级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以

来，一直在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当下，我们的未来乡村建设亟须提

档升级，正是需要人才支撑的时候，顾博

士的到来，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作为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中唯一涉

足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专业人才，顾兴

国将自己定义为“桥梁”，他说，接下来，

他将结合八泉村的资源优势，甄选农文

旅产业发展良好的区域与八泉村开展结

对学习、借鉴，助力八泉村的未来乡村建

设从 1.0 升级至 2.0 版本，“文化特派员既

是民心工程，也是民生工程。特派员的

作用是既要让农民精神富裕，也要让农

民实现物质富裕。”

文化特派员的“特”，还源自他们

“特”硬气地“后援团”。

省农科院表示，接下来将全力支持

顾兴国深入八泉村派驻点的工作，紧密

围绕该村乡村文化建设实际需求，充分

挖掘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独特价

值，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创意设计

融合发展。

文化特派员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

个“团”，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

他们背后，有其所属单位的支持、平台的

支撑、团队的协助。

“文+科”
深挖传统文化“土特产”

文化特派员“特”，也在于他们承担

的“特殊职能”。

此次选派启动仪式流程紧凑，半天

时间内不仅有工作部署，还设置了项目

签约、表态发言、业务培训课程等多项内

容。可以说是一次动员部署会，也是一

次鼓劲会。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首批

文化特派员“找重心、增信心”，让他们尽

快进入角色、发挥作用。

丽水学院中国（丽水）两山学院副院

长、副书记叶小青，此次派驻结对的是景

宁县大漈乡大漈村。最初得知消息时，

她高兴地说，“遵循了我的想法”。作为

一名土生土长的丽水人，叶小青对丽水

当地的乡村更熟悉，也乐意为家乡乡村

振兴出一份力。在面谈时，她坦诚地作

了讲述，结果如其所愿。

浙江省社科联规划处二级主任科员

胡逢阳是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之一，他

将派驻杭州淳安下姜村。结合上述“特

殊定位”，他说，“我将依托浙江省社科联

的平台优势，帮助提升村里生态水景演

出的节目质量和村民文化素质，激发乡

村文化队伍的活力与潜力。”

江山市清湖街道清湖三村是一个有

着 3600 年历史的古村，如何处理好保护

与开发的矛盾，是当下发展的难点。这

些年，村庄对文旅融合、传统村落保护等

方面人才求贤若渴。此次担任该村文化

特派员的，是来自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的胡孝君，他的专长就是

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进行整体规

划。

作为浙江在全国首创的探索性工

作，文化特派员如何开展工作尚无先例

可循。记者注意到，针对文化特派员的

工作，《实施意见》制定了评价激励措

施。浙江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发挥优秀文

化人才促进基层文化建设作用，是深化

“千万工程”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抓手，也是实现基

层文化建设提质扩面增效，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的新路径。

相较已在浙江的田间地头耕耘了二

十多年的科技特派员们，文化特派员显

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浙江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院研究员夏学民表示，二十多年

前，一批批科技特派员奔赴浙江的各个

乡村，他们走出课堂、实验室，奔赴山乡，

在浙江的田间地头扎根、发芽。二十余

年来，他们推动农民增收超数十亿元，培

训了一大批懂科技、善经营的乡土科技

人才长。他建议，文化特派员要认真发

掘当地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家风家

训、家谱族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无形财

富，通过“生态+科技+文化”把这些“土特

产”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打造出有创

意、有品质的极具附加值的农产品和乡

村文化项目，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助力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位于河山镇八泉村的蚕乡风俗体验馆位于河山镇八泉村的蚕乡风俗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