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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久以来，地方文化在凝聚区域共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缺乏科学规划、运作模式单一、创新能力不足，是一些地方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短

板。对此，各地应不断提升地方文化建设水平，深度开发地方文化，打造地方文

化品牌，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充分释放地方文化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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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辨识度、区分度的地方文化，不仅是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基础，而且也是提升文化自信、强化地域认同的核心要素。在漫长的发展历

程中，通过碰撞、交流、融合，不同地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在数代人的延

续、传承以及变革中，地方文化对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地方文化能够在凝聚区域共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文化能够加强人们对地域的认同，夯实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信基础。

地方文化往往具有普遍影响力，是一个区域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

文化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价值取向，是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群体利益

诉求更为多样化的时期，区域社会的治理、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与挑战。

只有满足地方民众差异化的发展需求，形成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才能有效

推动区域社会的长远发展。结合地方特色，举办各类主题文化活动，加强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往来，以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信任，能有效引导各方

去寻找发展契合点，探索更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式，从而为区域社会的长效发

展奠定稳固的文化基础。

地方文化能够增进共识与互信，消除隔阂与误解，集聚区域社会的发展合力。

地方文化中凝结着中国人广博的生存智慧、生活意趣以及生命体验，传递着讲仁

爱、崇公义、重诚信等优秀价值理念，成为净化地方社会风气、调节民间纠纷、

平衡社会秩序的有力保障。在寻求进一步开放、转型的新时期，多种意识形态的



相互碰撞，让一些地区出现了价值观畸变、利益诉求对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地区的发展竞争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传播、推广、宣扬地方文化中的优

秀价值理念，引导社会群体进行思考、自省，有助于促进区域社会的健康发展。

地方文化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社会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地方文化集中体

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思维理念、精神状态以及思想认知，是区域社会意识的直观

映射。深入、全面地了解地方文化，能够有效捕捉区域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发展

态势与演变趋势，准确掌握差异化、多样化的发展要求，使各类工作的开展、完

善更具针对性。寻求更为切实、多元以及长远的发展方式，彰显不同个体、群体

的价值理念与利益诉求，是新时期区域社会意识演变的突出特征。而充分契合不

同社会群体的发展需求、强化合作意识与互利发展理念，自然会从宏观导向上确

保区域社会发展的科学、有序。科学利用地方文化符号、围绕文化传承与变革来

创新社会发展意识，可以全面了解、把握当前不同社会群体实际的发展需求，有

针对性地进行现有政策、制度的调整与优化，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

区域社会的互助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二、缺乏科学规划、运作模式单一、创新能力不足，是

当前一些地方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短板

一些地方对于传承、开发地方文化的认识不足，缺乏科学规划。地方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综合性的大工程，只有进行科学、全面的调

研、讨论以及试验，进行合理的规划与运营，才能真正释放文化的发展潜力，推

动区域社会的持续发展。但在“政绩至上”“经济优先”等观念的影响之下，一

些地方政府仍表现出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倾向，没有就地方文化建设相关

问题进行全面统筹、充分论证。同时，一些地方也缺乏以文化产业化经营带动相

关联行业同步发展的运营意识，有的地方干部为了应付考察与评比，跟风引入、

上马了不少文化项目，在未能获取预期的经济效益之后，又转而将发展重心转移

到了其他产业上，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一些地方难以在文化资源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运作模式单一。文化

意识、消费理念的开放式与多元化发展，催生出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地方文化的

传承、弘扬，需要我们全面把握当前区域社会的主流发展需求，通过加强文化资

源与相关行业的对接、融合，将地方特色文化理念内嵌到相关产品的设计与经营



之中，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真正调动起地方民众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但从目前的

发展状态来看，一些地方并未意识到文化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单纯采

用“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发、运营地方文化资源，缺乏变通意识和创新思维，

难以充分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转化。

一些地方尚未形成以文化为纽带的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创新能力不足。在意

识到开发地方文化的多重效用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加快文化产业的布局与调

整，着力通过完善地方文化的运营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的形成与巩固。

然而，受制于发展思维的局限和运营模式的单一，一些地方的文化产业很难生产

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文化创意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就此而言，当前以市场为

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仍有待改进。

三、提升地方文化建设水平，深度开发地方文化，打造

地方文化品牌

增强民众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凝聚向心力，提升地方文化的建设水平。各

地应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发展格局，围绕地方

文化的保护与科学开发等问题，充分借助各类宣传与推广途径，全方位展现地方

文化中蕴含的人文底蕴、思想内涵以及道德观念，并通过定期进行社区交流、组

织社会活动，提高民众对地方文化的了解，不断增强其认同感、强化其归属感、

激发其责任感，形成互相交流、彼此探究以及主动传播的积极效应，促进地方文

化传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激发民众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深度开发地方文化，推动相关产业转型，提升民众的归属感、自豪感。各地

应建立、完善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因地制宜地打造高水准、高质

量的地方文化产业链条。同时，还要以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为契机，带动周

边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之与地方文化开紧密融合。此外，各地还可以通过文化价

值与经济效益的有效转化，鼓励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引导其逐步参

与到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发展事业中来。

打造地方文化品牌，聚合区域联动发展的协同力。根据地方民众多元化的发

展需求，各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逐步形成规模化、精细化以及市场定制

化的运营模式，加快品牌建设，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辐射力、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



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

出，文化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不断打造地方文

化品牌的同时，各地也要持续深化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充分释放地

方文化的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社会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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