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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农业强国，抓好乡村振兴，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之一。

传承优秀农耕文化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自信基石，探索“互联网+”视域下农耕文化的传播

现状，分析农耕文化的传播困境，是对优秀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有力突破点，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关键词 

农耕文化，互联网+，传播现状 

 
 

Dilemma and Path Analysis of Farm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Plus” 

Kaili Qin, Ting Sun*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22nd, 2024; accepted: May 12th, 2024; published: May 27th, 2024 

 
 

 
Abstract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doing a good job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s a whole are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e 
current “three rural” work. Inheriting excellent farming culture is the cornerstone of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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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fide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ploring the spread 
status of farming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plus” and analyzing the spread dilem-
ma of farming culture is a powerful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ex-
cellent farming culture, and a booster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
nization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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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耕文化的内涵 

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在悠久的农业历史进程当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耕文化，作为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其具有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包含语言、文字、戏剧、民谣、风俗、祭祀，

甚至国家管理理念和人际交往观念。 
习总书记 2022 年 6 月 8 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聚族而居、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出了生态理念、道德规范、文化传统、生活

方式、村落管理、祭祀祈福等，特别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源禀赋。如何准确把握农耕文化的传

播困境，进而有效拓宽传播路径，不断增加农耕文化的受众人群，达到农耕文化的有效传播是传统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是重要课题[1]。 

2. “互联网+”对于农耕文化传播的影响 

2.1. 新媒体技术助推农耕文化传播 

2.1.1. 拓宽农耕文化传播范围 
相较于传统纸媒电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体技术拥有更广的传播渠

道。移动客户端让信息传播跨入新纪元，据国家数据网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12 月，我国 4G 用户 77914.2
万人，5G 用户 80498.4 万人。庞大的用户群体让上至耄耋之年下至黄发垂髫，不分性别、身份和职业的

人都能够接触到农耕文化，进一步弱化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作用，畅通传播渠道。 

2.1.2. 丰富农耕文化传播形式 
新媒体技术与传统纸媒相比，打破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局限性，极大丰富了农耕文化的教育传播

形式，满足了农耕文化传播的信息通道需求。比如微博热榜、微信推文、短视频平台、直播表演等等。

实现了“农耕文化 + 旅游”、“农耕文化 + 助农”、“农耕文化 + 教育”、“农耕文化 + 影视”等

跨界合作，通过图片、短视频、歌曲、推文等各种方式提速农耕文化的教育传播，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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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力保障[2]。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8.16 亿人，部分主播直接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或加工车间进行现场直

播，以“我为家乡代言”等形式，唤起观众对农村、农民的情感共鸣，为助农直播带来新亮点。 

2.1.3. 数字技术助推“农耕文化+”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我国在短时内积累了大量的网民基层，为“数字赋能”提供

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因此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质与量的提升，

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关于推动发展第

一批共享经济示范平台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7〕2020 号)、《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9〕38 号)等系列支持政策，鼓励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也为“农耕文化 + 经济”

提供了技术支持。 

2.2. 高速信息传播的消极影响 

2.2.1. 农耕文化资源的边缘化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高速传播，新媒体平台倾向于实效性强、内容扼要的内容，农耕文化的内

涵及其庞大，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进行研究、整理和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制黏贴，因此受众

群体较小、用户粘度较低。导致农耕文化的传播面临着边缘化、小众化的风险，受众存在流失和截断

现象。 

2.2.2. 新媒体受众制约传播氛围 
“互联网+”时代，受众的信息接收喜好更偏向及时性、碎片化、娱乐化、创新性，对于具有专业难

度和研究深度的内容缺乏兴趣和耐心，使得农耕文化的信息大爆炸和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创新的背景下，

无法适应用户需求和行为偏好，对于农耕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利影响，无法形成传承发展的积极氛围。 

3. “互联网+”背景下的农耕文化传播的困境 

3.1. 乡村条件制约农耕文化发展 

乡村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农耕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但目前乡村建设存在缺乏科学规划和指导、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耕文化转化率低等问题。 
1) 缺乏科学规划和指导。科学指导不足导致许多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配套的技术和服务质量提升

空间较大，限制了农耕文化品牌效应的形成。且目前在乡村建设中，出现了“套模板”、“商业化”现

象，大量的农耕文化遗产场所四周矗立着现代建筑、商业街、大卖场，对农耕文化遗产地过度开发使得

和美乡村失去了原来的文化气息，不利于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 
2)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长久农耕历史中孕育出的传统

耕作模式被取代，大量的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土壤性状恶化、产品质量下降以及环境污染，数据统

计 2018 年，我国使用了全球 25%的化肥和 43%的农药。在每公顷耕地上，中国使用的农药是美国的 6
倍，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 3 倍。2018 年中科院研究表明，中国 21.5%的耕地重金属超标。这不仅让农耕

文化的传承面临危机，而且使得乡村生活环境恶化。 
3) 农耕文化转化率低。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能够助力乡村产业升级，但目前农耕文化资源转化的

主要形式还局限于旅游观光、农家乐等，缺少能够深入学习传承到优秀农耕文化内涵的项目较少，且大

部分以个体、家庭生产方式为主，存在规模较小、产业链简单、科技赋能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农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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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化。 

3.2. 农耕文化主体后继乏力 

农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农民是农耕文化的主体，目前，农民存在农民自身能力有待提

升、农耕文化情结有待增强、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对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 
1) 农民自身能力有待提升。首先，目前乡村中，大部分农民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目前，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因为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思想观念较落后，影响了农耕文化的发展。其

次农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思想认知较封闭，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传承和发扬农耕文化重要性的认知

上存在偏差。 
2) 农耕文化情结有待增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原有的地缘关系更多地被经济社会关系所

取代。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式微，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农耕文化概念模糊化，农民对农耕文化认同感降低，导致农民自觉性降低，既希望

能够传承发扬农耕文化，缺乏对文化传承的创新能力。 
3)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自 1995 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一路飙升，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空心

化问题。迄今为止，我国 3 亿农民进入城镇。每年荒置的耕地将近 3000 亩，累计荒地已达 3 亿亩。代际

传播是传承农耕文化的主要形式，年轻人作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农耕文化传承的生力军，农村精英

的离开使得农耕文化的发扬显得后继无力。 

3.3. 缺乏专业农耕文化传播平台 

专业性强、粉丝活性好、操作简单的传播平台是农耕文化传播的平台保障，目前部分平台有农耕文

化优秀人才在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事情，但却缺乏良好的团队建设和资源共享平台。 
1) 农耕文化传播队伍建设不足。目前优秀农耕文化的线上传播大多依赖地方文旅账号、头部主播、

头部博主等，且农耕文化传承的头部多集中于知识普及、过程展示、成果呈现，受制于新媒体碎片化的

局限性，存在少数精英卖力吆喝，受众兴趣短暂、粘性不高的特点。其次在对外开展文化宣传这个赛道，

更是缺乏集中有效的管理。 
2) 农耕文化传播共享平台缺失。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今日头条、学习强国等大众

使用度较高的应用平台上都存在农耕文化的传播作品，但存在重复性过高、内容质量不定、持久性不足、

碎片化严重等特点。部分甚至会转载至国外各大平台，但缺乏一个集中式农耕文化资源共享平台，一方

面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方便监督管理[3]。 
3) 农耕文化传播内容的监管机制缺乏。移动客户端是信息高速流转的助推器，随时随地参与互联网

信息建设、传播成为了日常，由此带来的信息数据安全问题、信息真实性问题不容忽视。传播平台若缺

乏行之有效的监督管控机制和措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干预整改，形成高效科学的传播模式，

就可能成为不实信息的摇篮，甚至会出现歪曲、片面的农耕文化被广泛传播的情况。 

4. “互联网+”背景下的农耕文化传播的路径分析 

4.1. 强化乡村治理，优化文化之基 

1) 合理乡村规划，适度开发优秀农耕文化 
在农耕文化的开发过程中，要保持乡村规划的合理性、适度性，不盲目跟风和炒作，遵循乡村自身

发展规律，注重传统村落、农耕技艺、农耕民俗等优秀农耕文化载体的保护和传承。让生态与经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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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既避免“千村一律”，又提升乡村经济发展[4]。 
2) 改善乡村生态，提升农耕文化传播环境 
习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耕文化诞生于农民生活之

中，以自然环境、乡村生态为基础，因此，在农耕文化传承过程中，要注重乡村自然生态的维护。将“天

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农耕文化开发过程，充分结合乡村实际的环境特点、人文风俗、生态怀旧，打造乡

村生态综合体。 
3) 开发文化产业，打造农耕文化品牌 
习总书记强调：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

乡土资源；“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农耕

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地方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为更好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乡村

振兴，可通过产业布局、信息数据、政策扶持等方式，深挖农耕文化精神内核，强化“乡村建设 + 农耕

文化 + 经济发展 + 教育传承 + 娱乐放松”为一体的产业集群，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品牌[5]。 
以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先锋村为例，利用林盘院落、田园水系的优势，打造“川西民俗

文化村”，推出“农夫学堂”、“农耕实践基地”、“农夫坝坝宴”等一系列民俗建设，通过农耕劳作、

体验农夫种植的活动，引出年青一代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辛劳的理解和尊重，打造“农夫记忆”

特色旅游品牌。 

4.2. 促进农民提升发展，充分激发主观能动性 

1) 强化文化修养，促进思想建设 
一是通过夜校、科学大讲堂、道德讲堂等形式，在农闲时开展文化知识普及，通过道德积分、农耕

技术演武等活动，引导村民树立“做好人好事”“劳动光荣”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提升农民文化水平、

农耕技术、道德情操，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在提升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重视精神生活。二是开展农民

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接受度高的方式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宣传栏、横幅、

喇叭、微信群、村民大会等开展“四史”教育，开展“扫黑除恶”整治活动，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政治

正确，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6]。 
2) 提升文化自行，树立保护意识 
一是改善农民思想认知，通过强化宣传、开展培训，提高农民对保护农耕文化的认识，明确农耕文

化传承人的身份，促使积极投身到农耕文化发扬队伍中去。二是营造文化环境，通过描绘农耕文化墙、

组织观看影视作品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农耕文化氛围，提高农民对农耕文化的系统性认识、文化自信，

从而自觉践行农耕文化，做农耕文化保护、建设、发展、传承的积极拥护者。 
3) 培育引进人才，提高队伍建设 
农耕文化研究人才在推动农耕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农村空心化造成了农耕人的流失，也造成

了优秀的农耕文化传承者的流失，因此要做好农耕文化的有效传播，就要搭建好人才梯队。一是开展人

才引进，可以由政府出面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以优质待遇、营商环境等吸引人才入驻。二是提高现有农

耕文化传承人待遇，制定奖励机制，提高社会地位，不断激发农耕文化保护、发展、研究、传播带头人

热情。 
以拥有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县等 20 余

称号的山西省曲沃县为例，沃县为促进乡村振兴，成立了 7 个乡镇成立农民合作社指导服务站，实施“辅

导员”制，以更好的摸底情况、加强指导、曾策宣传等，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等，

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提供了人员保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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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构建信息传播矩阵，加快打造新媒体平台 

1) 培养新媒体人才，打通农耕文化传播渠道 
在农耕文化传播共享平台的搭建过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具有一定农耕文化素养底蕴的新媒体人才，

因此可以和行业专家、高校以及相关企业等进行“乡、产、教”的三方交流协作，打造出乡村有空间、

高校有人才、企业有经验的价值最大化转化，打造出高质量的文化传播建设队伍。 
2) 搭建共享平台，实现农耕文化精准推送 
“互联网+”背景下，农耕文化宣传应当更注重精细化、智能化、高校化和时效性，利用大数据技术

搭建农耕文化资源共享平台。一是科学化定制传播内容，农耕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思想，因此在

农耕文化传播过程中坚持选择性原则，对农耕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甄选具有普适性、教育性、发扬性、

导向性的内容进行优化成型，以确保传播效果。二是联通各大热门 APP，辅以互动对话空间，并设置专

门的影视图片上传区域，既能提高受众的参与度，又能形成受众展现本土农耕文化的集散区，达到整合

资源的目的。 
3) 健全监管机制，搭建意见反馈平台 
平台要充分结合相关政策法规，与宣传部门进行深度沟通联动，一是健全平台监督管理机制，实现

对农耕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和受众等的监督管控。而是畅通建议反馈评价渠道，及时梳理出受众群体

“急难愁盼”的关键点，避免农耕文化传播的单向化、片面化，以此提升农耕文化传播的有效传播。 

5. 结语 

农耕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生态理念、民俗风貌等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注重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加强农耕文化教育与培养，是新时代文明社会

建设、民族自信心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索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国家发展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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