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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业供给体制改革，继承和创新农业文明，
持续努力实现农村文化繁荣。鉴于乡村文化在历史发
展中逐渐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因此，推进乡村
复兴战略，必须调和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激活农村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
值，使之融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使中国优秀的
农业文明展现出永恒的魅力和时代风貌。

一、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制约因素
（一）农村文化资源产品化转型不彻底
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关键在于通过要

素的整合与再加工，生产“资源”，提高文化产品的
附加值。但是，我国现有的农村文化资源明显支离破
碎，地方文化部门还远远不足以突出农村文化资源的
文化艺术特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文化资
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农村文化产品创意性不足
文化资源对遗产和创新的影响与其经济环境密

切相关。中国传统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面临重
大挑战。大量充斥着的流行和庸俗文化不仅加剧了农
村文化资源“真空”，也失去了其市场的吸引力。互
联网、媒体等新兴论坛的出现，意味着农村文化产品
的主要购买者不断完善消费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农村文化产品的供需差距，农村文化产品品牌不
够、形式单一、缺乏创意和技术奖励，已不能满足当
前市场的需要，实施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调整。

（三）农村文化产品的市场机制建设滞后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顺利实现还有利于相

对完整的市场运行机制。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产品市
场机制建设的最大阻碍在于农村产权交易制度的不完
善。农村文化资源隶属于公共资源，市场仅可就其经
营权进行流转，但我国农村文化市场仍然存在产权归
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或文化遗产保护不严格等问
题，这也严重抑制了我国农村文化市场的交易效率。
碎片化的文化资源有待整合、重组，一个高效的文化
交易市场可以确保拥有最优资源配置能力的主体对其
进行改造。但显然，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在内的众多
公共物品产权定位缺失，正在不断拖累我国农村文化
资源的产业化进程。由于我国以乡镇为代表的文化资

源开发主体尚缺乏专业的文化管理经验，故盲目进行
农村文化资源开发将导致具备潜在开发价值的文化资
源遭到埋没或破坏。由此可见，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制
度层面的优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的发展路径

（一）制定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产品化战略
通过产业化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首

要任务是通过划分文化市场、选择目标市场来确定市
场地位。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
们仍然受到越来越低的竞争。此外，农村文化资源的
传承和开发还必须采用农业文化产品标准，要求政府
及其相关公司共同努力，通过有关文化产品的法律法
规，按照卫生安全和加工技术标准建立文化产品的控
制指标，建立国家和国际标准产品质量评估体系，严
格把关，按照上述政策，企业严格遵守文化产品验收
国家标准，积极配合政府监督管理带着指引。

（二）完善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链
目前，农村文化资源基础设施薄弱,这种文化传

承的缺失使其难以实现真正的传承，村民的传统文化
意识薄弱，文化创新底子不足，外部资源难以吸纳，
难以摆脱恶性循环，要实现农村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和创新，需要加强传统文化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遵循
自愿、多元、健康、有用、实际、长远的原则，开展
贴近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政治
支持、鼓励和倡导，促进重要文化传承人参与文化创
新。同时，要像产业活动一样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打
通资本流动渠道，促进社会资本整合。这对于确保文
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施行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市场营销策略
由于我国尚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文化

产业大多由文化事业单位转变而来，文化产业结构存
在诸多不足。文化产业的结构迥然不同，这就是为什
么中国传承和创新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本土文化资源的
品牌。因此，农村企业要精心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化产品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建立有影响力的文化品
牌链，好的品牌有助于文化产品降低营销成本，实施

摘要：文化资源产业化有助于最终实现中国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但在实践中，中国仍需抓住农村
振兴战略的宝贵机遇，积极推进城乡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深化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通过有针
对性的制度保障，促进农村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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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争议，各地区林权登记管理部门以及主管部门必须
要给予重视，并给予争议人员一定帮助。当发生林权
争议，管理部门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实际林权情况进
行确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调解工作，当彻底解决
林权争议之后，才能够进行林权证的下发；相反，如
果林权争议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则不得下发林权证。
作为林权登记管理主管部门，应做好登记核查工作，
特别是对于林权证的核查，必须要保证林权登记管理
部门所下发的林权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
此一来才能够保证最终的登记管理质量，促进林权登
记管理工作的稳定与长远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期林权登记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

新有着重要意义，对促进我国森林、林木资源的发展
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希望地区林权登

记管理部门能够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结合自身所存
在问题积极开展优化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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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获得高品牌溢价，有助于有效实施乡村再生
战略。

三、结语
农村文化资源丰富，特别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地

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农村改
革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向经济资
源的合理转化。不同形式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形的文
化资源或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以传统乡村特色为主
要产品内容的不断创新，它可以表现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的物质化、有形化、隐性资源的支配等更为丰
富的形式，也有助于农村新文化空间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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