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红旗渠精神 
助力河南省乡村文化振兴
王少华

摘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发展，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

煌的农耕文明。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三农”问题始终是重大问题。“仓廪实，天下安”，

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不能仅看农民口袋里有多少票子，还要关注农民的精

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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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旗渠精神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红旗渠

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

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为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有梦想、

有抱负、有思路的大理想，高瞻远瞩、

奋发有为的大气派，坚韧不拔、滴

水不漏的顽强精神，热爱家乡、热

爱人民、热爱事业的伟大情怀；伟大

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永恒的精

神财富是其背后完整的精神价值体

系。红旗渠精神承载着林州人民的

斗争精神，为人们在新时代干事创

业提供了精神动力。在助力乡村振

兴的征程中，要自觉弘扬红旗渠精

神，不畏艰险、矢志不渝，推进高

质量、高标准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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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南省农村精神文化建

设现存的问题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

点上，乡村振兴是需要奋力实现的

新目标。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文明

的提高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坚实保

障，更需要精神文明的提升为其提

供智力支撑和不竭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

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

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

量。”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

推进农业强、农民富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落实下，河南省在乡村振兴方

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农民的人均

收入大幅提高，村容村貌大幅改善，

村民的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仍不容乐观，还有

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改进。

( 一 ) 红旗渠精神融入民风建设

有待加强

2021 年 8 月 20 日，中共河南省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河南省

乡村文化振兴五年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计划》），从文化方面划定未

来五年河南省乡村振兴的“路线图”。

《计划》指出，未来五年要以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支撑，着力

培育文明乡村风尚、良好家庭作风

和淳厚民风。调查显示，河南省部

分来自乡村的人民对红旗渠精神的

了解较为浅显，对艰苦创业、自力

更生精神的内涵理解不到位，且缺

乏突出的实践体现。各个社区及村

支部要加强对红旗渠精神的宣传，

定期举办讲座，使每一位居民都能

体会到红旗渠精神的伟大和珍贵。

( 二 )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且存在

陈规陋习

近年来，通过建设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

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村文化建

设落后，农民依旧生活在贫乏的文

化生活中。例如，农村的部分农民

群众夜间生活较单调，要么聚堆玩

扑克，要么自己在家看电视或玩电

脑，明显缺少文艺活动，且部分农

村地区存在诸多陋习，如铺张浪费、

讲究牌面、盲目攀比、高额彩礼等。

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

展，必须利用好农村经济后盾，加

大文化设施投入，为文化活动的开

展提供保障。比如，建设农村文化

广场并定期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建

设农家书屋、农家阅读大厅等。这

样不仅可以帮助乡村孩子了解丰富

精彩的世界，还可以帮助农民提升

文化水平。同时，要配套惠民政策，

高度重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

供充足的物质资源，促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

( 三 )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亟须

加强

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一直是人们的不懈追求。多年来，

我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和保证。近年来，

尽管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

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

缓慢，地方财政难以承担建设众多

文化阵地的高昂成本；此外，部分地

区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视度不够，难以满足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造成了文化

阵地相对稀缺。在农村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要根据农村地域及人口分

布的特点建立文体广场、礼堂、祠

堂等，设置宣传栏和文化墙来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定期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讲座，让农

民从中得到鼓舞。此外，还可以结

合地方特色，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传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当地村民会更加乐于接受。

三、 红旗渠精神融入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路径

林县 30 万群众靠一双双勤劳的

手，在太行山上劈山修渠，一锤一锤

地干，历经 10 年的艰苦奋斗，1500

千米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终于

建成，依靠的是群众不怕苦、舍生

取义的精神。如今，乡村振兴是关

系我国千千万万百姓幸福的振兴之

路，在探索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苦难和问题，亟须凝心聚力，发挥

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齐心协力把

乡村建设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 一 )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活

农民的主体意识

乡村振兴不仅要有可塑性，更

要铸就灵魂。农民是农村的主体，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民思想道德

水平直接相关。在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

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和其在思想道

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

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使其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

程中发挥好主体性作用。

自力更生是红旗渠精神的内涵，

是中华民族奋斗的基点。大到一个

国家、小到一个乡村，依靠“搭便车”

实现自身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靠

自己才能可靠。自力更生精神在新

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尤其重要，

自力更生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根据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

数据，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为 57661

万人，占比全国总人口的 41.48%。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乡村振

兴势在必行，建设农村精神文明更

是重中之重。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过程中，要坚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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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回首新

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富国民强的巨变，

都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斗来的，

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实现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伟大跨越的经验总结。

( 二 ) 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探索当地特色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

样一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实

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

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

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以德化人心，凝

聚人心的工作。这要求在不同的农

村，要深入推进文化下乡与当地精神

文明相结合，让农民群众乐于参与

其中；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建设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特点、农民

喜爱的建设方案；弘扬当地优秀的精

神文化，同时也要广泛普及科学文

化知识，进一步转变不良风俗习惯，

深化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建设；始终

坚持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的原则，

坚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期待，在农村

形成强大的精神文明动力。

在对农村精神文明的不断探索

中，需要弘扬艰苦创业的首创精神。

红旗渠这一“人工天河”在缺乏现

代设备和技术条件的年代能够修建

完成，充分彰显了林县人民的艰苦

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也是以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支撑，不断在曲

折探索中取得成就。由此可见，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 三 )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凝聚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之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充满凝聚

力，需要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红旗渠的成功

建设生动地体现了团结协作的集体

主义精神。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

虽然施工人员众多，但由于分工合

理、配置科学、互补统一，全县实

现了“一盘棋”，党和群众团结一致，

努力为中心工作服务。为了协调前

后矛盾，各个部门，无论是招人还

是调料，都没有部门主义，实现了

前后相互支撑，共同前进。

红旗渠精神中蕴含的团结协作

精神是新时代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所需要的。带领农民深入感受团

结协作精神，形成互帮互助的农村

之风，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

时，选择维护集体利益，对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四 ) 党员干部无私奉献，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

本宗旨，共产党人始终把群众路线

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红旗渠建设

伊始，党员干部就注意充分发挥党

员的作用。党员干部经常拿着钢凿

子，挥舞着锤子干活，吃着大锅饭，

啃着窝窝头，在一线奋战。在党员

干部的带动下，涌现了牺牲生命救

人的共产党员李盖云，献身水利的

临县水利局技术员吴祖泰，带头实

践的“五好”工人史文柱，勤劳的“五

好”建设者陆银、任阳成，排险英

雄郑文锁等无私奉献的先进典范。

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学习先辈

的无私奉献精神，增强历史使命感，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全身心投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中，站在农民的角度看待问题，理

解 他 们 的 思 想， 秉 承 耐 心、 恒 心、

决心，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投身于为人民奉献的实践中。

河南省作为红旗渠的发源地，

要不断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 精 神， 通 过 大 力 弘 扬 红 旗 渠 精

神，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

村民的文化生活，推选并树立新时

代道德模范，强化农村精神文明阵

地建设，完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机

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

统而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社会各

界同心协力，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民

的主体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和丰富的道德营养。[作者系

安阳师范学院助教。基金项目：2022

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研

究”（2224000410407）的阶段性成果；

2021 年河南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学

分制条件下高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难点

与突破”（2021SJGLX492）的阶段性

成果；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社科联

2021 年度专项调研课题（青少年工

作研究）“返乡青年大学生助力乡村

振兴路径探索——以河南省濮阳县为

例”（QSNYJ2021032）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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