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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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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协十三届潮州市委员会三次会议

第42号重点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张春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我市村史馆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

提案收悉。为推进该提案办理, 8月20日市政协主席王文森、

副主席雷伟平专门召开督办会议。根据您在督办会上的建议意

见和督办领导指示精神,经综合潮安区政府、饶平县政府、湘

桥区政府、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局、

市志办等会办单位的意见,修改完善形成答复函。现答复如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亦需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提出要加强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O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各地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

保护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村史馆是以文字、图片、图书、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展

现村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等村史村情,兼具收藏

与展陈、宣传与教育、保护与传承等功能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是传承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您在提案中提出建设

村史馆,保留和传承乡村文化脉络,涵养文明乡风,留住乡愁,



提升村民凝聚力的建议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系统规划共建共享,推进村史馆规范化建设。

2021年,市志办在全市启动潮州方志驿站五年建设规划,

采取资源集成、共建共享的建设模式,依托镇乡文化站、村史

馆、名人故居、农家书屋、专题博物馆等场所打造潮州方志驿

站集群。至2023年底,全市共建成26个方志驿站,其中依托

村史馆建设的有5个。与方志驿站共建共享的模式丰富了村史

馆的馆藏和展示形式,对我市村史馆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推进我市村史馆规范化建设, 2023年8月,市志办牵头联合

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潮州市村史馆建设工作指

引(试行) ~ ,对村史馆的展览布局、陈列主题和内容、展陈

形式、管理运营等提出了指导意见。目前,全市挂牌在册村史

馆共12个,其中潮安区7个、饶平县4个和湘桥区1个。

(二〉保护传承留住乡愁,不断丰富村史馆文化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在乡村,主体在乡村。各地积极挖

掘非遗、文物等文化资源,搜集乡村人文历史资料,活化利用

村史馆作为展示村情村史,民风民俗、人文特色等等的文化窗

口,不断丰富村史馆文化内涵,增强村民凝聚力。

潮安区浮洋镇大吴村村史馆依托国家级非遗名录一一大吴

泥塑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将村史馆打造为泥塑制作和展览基地,

传承保护泥塑工艺;庵埠镇文里村村史馆通过乡贤撰写《文里

史谭丛书》和设计的80余幅村史版图等,对文里村的历史沿革、

人文地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进行展陈,并通过举办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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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民俗文化节,盘活民俗文化,留住乡村记忆;龙湖镇鹤巢

乡村史馆内现藏有近百件乡里革命烈属、村民捐赠的革命时期

遗物和一大批潮汕红色革命史料书籍,缅怀革命先烈的彪炳业

绩。

饶平县蓝屋舍族村在文物保护单位泰华楼楼内的“善庆堂”

里搜集了舍族大量的传统生活、生产工具以及部分工艺饰品,

建设蓝屋舍族村史馆,展示舍族传统生活风貌,被纳入潮州市

第三批“博物馆之城”系列馆。202才年大澳村村史馆申报成为

全县首个潮州市方志驿站,获得省、市、县各类地情赠书300
多册。2023年,东山镇湖岭村村史馆(西泉公书院)举行“多彩

乡村弘扬饶平乡村文化”赠书仪式,获赠饶平县地情书籍近250
册,为村民了解省、市、县地情信息提供了媒介渠道。

湘桥区桥东街道卧石村村史馆为湘桥区首个乡村市级方志

驿站,设置有地情书籍阅览区、特色农耕文化展览区、刺绣剪

纸非遗文化展示区、新时代先锋人物事迹展示区等八大功能区,

方便群众查阅志书、年鉴和地情书刊。

(三)创新模式融合发展,构筑乡村文化振兴新阵地。

在推进村史馆建设的同时,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充分

利用宗祠、农家书屋、展馆等与新时期党建、美丽乡村、基层

治理相结合,打造基层善治阵地、文化集散阵地、新时代文明

建设传播阵地,为乡村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保护乡村历史印

记。

一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设,为村史馆融合发

展提供充足的阵地平台资源。开展思想理论传播、农耕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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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村民阅读、乡土民俗文化展演等文明实践活动,让村史馆

真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新阵地,成为凝

聚人心的“加油站”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催化剂”。目前,已

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目标,全市共有8
个村的村史馆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融合建设。

二是盘活利用旧祠堂,提升综合使用效能。我市各地乡村

祠堂等乡土建筑遗存数量众多,利用“百家修百祠”工程建设

契机,以“祠堂+文化”为主线,将闲置的旧祠堂塑新改造成为

村民议事厅、农耕文化展览区、潮绣、剪纸工作室、志愿服务

站等多功能活动场地,让旧祠堂成为思想引领、道德教化、价

值培育、文化传承的新阵地。目前全市共有39个旧祠堂改造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盘活利用祠堂作为文化阵地才29处,对推

动盘活农村古祠堂打造村史馆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是因地制宜,融合利用现有平台记录展示村情村史,传

播乡土文化。如,潮安区龙湖镇鹤巢乡利用村史馆外建有4000

多平方米中心广场与之交相呼应,形成“鹤巢革命烈士纪念公

园”,被列为潮州市党史教育基地、潮安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饶平县创新“农家书屋+志愿服务”运行模式,引导志愿者围绕

农家书屋做文章,积极拓展服务,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湘

桥区积极配合开展博物馆之城系列馆创建工作, “革命母亲”

李梨英故居、意溪文史展览馆、潮州卤鹅技艺展览馆、潮州市

韩江府城民俗博物馆等展示农村文化、历史的地方特色展馆成

功列入市博物馆之城系列馆。出版《全粤村情·湘桥卷~ ,客

观反映湘桥区200多个自然村现存可查的历史人文状况。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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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锡美村组织编写了《锡美村革命史} {老公崛的故事} {将

军石的传说》等资料,邀请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到文明实践站

开设革命历史课,为村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粮。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潮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各项

工作,繁荣兴盛农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潮州、|村史馆建设和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但从总体上看,

仍存在机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不足、文化内涵不深、功能利

用局限等问题。

一是村史馆建设管理有待完善。个别村史馆建设缺乏规划,

建设规模脱离实际,布局展示缺乏特色。部分村庄虽然具备建

设村史馆的意愿,但在如何建设等问题上面临困境和疑惑,缺

乏明确的指引。

二是缺乏资金投入和经费保障。虽然我市农村大部分地区

能提供场所建设改造为村史馆,但场地翻新,设施配置等均需

要资金投入。由于村史馆建设不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范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力薄弱,兜牢“三

保”底线压力大,资金保障困难。

三是资料信息收集不全面,难以突显文化内涵。由于农村

文化人才队伍的缺失,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对资料的收集整理

把关不够严格全面,信息不够准确完善。一些历史资料年久缺

失,传统技艺失传,为资料收集整理造成苦难,难以完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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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村庄文化内涵。

四是服务功能发挥不充分。个别村史馆只建不用,或单纯

作为资料展陈,实际利用率低,难以发挥其服务功能,村民缺

乏参与感,满意度不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接下来,将认真研究并吸纳您在提案中提出的意见建议,

加强村史的挖掘和保护传承,结合本地特色和资源优势,谋划

好、建设好、管理好村史馆,把村史馆建设与市“百千万工程”

实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打造主题鲜明、各具特色、

内涵丰富、服务于民的村史馆,发挥其保护传承、宣传教育和

文化创新等服务功能,助力人们故土留根、文脉传承,存留那

一抹乡愁。

一是统筹规划,谋划好村史馆建设。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中融合开展村史馆建设。遵守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以民为本的原则,建设规划上整合用地资源,通过科学

的调研、论证、规划,使展览布局与传承当地文化、促进乡风

文明紧密结合。结合乡村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

实际条件,不大拆大建、不铺张浪费,量力而行,因地制宜,

坚持尊重历史、突出特色,成熟一个建设一个。

二是完善机制,指导各地加强村史馆建设和管理。建立“政

府指导、村居实施、社会参与”的共建共治机制,充分利用《潮

州市村史馆建设工作指引(试行) } ,指导各地村史馆规范化

建设、合理化布局和科学化管理。各县(区)要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高标准规范化推进辖区内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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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设。

二是加强宣传,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村史馆建设。利用

媒体平台,加强对村情村史的宣传推介力度,报道村史馆建设

方面先进做法经验,让更多人了解村史馆的作用和意义。发挥

社会各界力量,引导华侨、乡贤等热心人士支持、参与家乡建

设和发展,激发乡贤反哺故乡的热情,助力传承乡土文化,推

动乡村文化振兴。

四是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资料收集整理和利用。利用全市

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成果为村史馆建设提供历史文化资料;

加强调研和宣传动员,挖掘更多富有区域特色的乡村文化资源;

寻找村中乡贤、老人,翻历史、讲故事、找族谱,广泛征集历

史文化典籍和各种资料;鼓励村民无偿捐赠家中珍藏的“老物

件”、老照片,为村史馆建设添砖加瓦,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五是鼓励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村史展示活动。把村史、

乡村非遗、农耕器物、时代变迁见证物、家谱族谱、家训族切1)、

村规民约、乡贤故事等乡村特色历史文化内容展览展示作为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整合的重要内容,突出重点,以点

带面,逐步推进,让乡村特色历史文化内容看得见、传得开、

学得来。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利用熟悉地情的老同志

和青年志愿者团队力量,专职或兼职负责村史馆日常管理。培

养村史馆讲解员,并紧扣时代脉搏和区域发展实际对展陈内容

和解说词进行完善、调整和更新。结合当地重要纪念日等时间

节点利用村史馆作为活动场地,组织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宣传

教育、信息服务等活动,把村史馆打造为良好的基层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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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的关心支持。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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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府办建议提案科,各县(区)政府、市委宣

传部、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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