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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参与式观察、随机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桂西

北 11 个县（区）乡村大众的休闲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乡村大众休闲的心理

心态和行为方式进行了梳理分析，总结了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主要特点及存

在问题，对影响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主要因素（休闲阻碍）进行了理性剖析，

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强乡村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大众素质

教育、倡导健康积极休闲文化、适时举办乡村特色休闲活动、发挥乡村公众核

心人物作用、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休闲品味、提升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质量及休

闲满意度等服务乡村振兴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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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广西要实现“两个建

成”的目标，关键在农村，主要压力也在农村［1］。目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

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为我国乡村发

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各级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解决温饱之后，

如何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营造文明和谐乡风，

也是新农村建设应当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大众休闲

问题研究，对倡导健康积极的乡村大众休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休闲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

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从而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

身心愉悦的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2-4］。科学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

能量的储蓄和释放，包括对智能、体能的调节和生理、心理机能的锻炼。关于

休闲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5］，笔者认为，

所谓大众休闲，是指人们利用各种方式，在闲暇时间或工作之余，自我开展或

参与的各种放松身心、调整体能心态的活动的总称。 

休闲问题研究最早始于 19 世纪末的国外，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6］。

虽然我国的大众休闲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逐步展开，研究者较

少，但近年却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兴趣，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7-12］。该

研究涉及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行为科学、

文化人类学、伦理学、人体保健学、自然生态学等诸多范畴。早期的研究主要

是从休闲的内涵（本质）及意义、休闲的内容及类别、休闲的群体及分类、休

闲的态度及行为、休闲的时间及空间、休闲的阻碍及疏导等方面进行［13-20］。部

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大众休闲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

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及休闲产业开发，如休闲旅游、

休闲涉入与休闲满意度、休闲态度与休闲阻碍、休闲类型及行为、体育旅游产

业开发、农家乐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乡村休闲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特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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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开发、乡村休闲文化产业，休闲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休闲治理（管理）、

民族特色休闲体验等方面，对乡村大众休闲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桂

西北乡村大众休闲问题的深入研究鲜有报道［21-27］。

因为桂西北是广西老少边山穷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如何推动该地区

的创新发展，已成为制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所以，有必要对其投入更

多的关注。此外，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打造有

特色的乡村文化，也可以为该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调查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参与式调查、随机访谈、专题调研和问卷调查等方式，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3 月，作者对地处桂西北的河池市 11 个县（区）乡村大

众休闲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考察点的分布见图 1。在本次调查中，

一共发放问卷 1981 份，回收 1561 份，回收率为 78.8%。其中，有效问卷 1386 份，

占回收问卷的 88.8%，占发放问卷的 70%。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 746 份（占

53.8%），女性 640 份（占 46.2%）。在问卷编制的过程中，不仅查阅了大量相关

文献，还征求了部分同行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试测，所以，该问卷的效度和信

度符合相关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调查结果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图 1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方式考察点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survey points for rural mass leisure in the northwest of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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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主要特点及存在问题

3.1  主要特点

根据查阅文献、实地调查、现场考察，以及对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1  形式简单，消遣为主

虽然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散步、跑步、骑行、看电

视、上网、玩游戏、垂钓、聊天、跳舞（广场舞）、打麻将、打扑克、下棋、打球、

聚会（会餐）、远足、郊游、野炊、逛街、赶集等，但是，由于各村屯的休闲条

件有限，休闲时间与过去相比相对充足，大家休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工作压力，

舒缓身心，因此，往往愿意选择其中最简便可行的方式进行，只要能打发无聊就好。

3.1.2  玩伴稳定，亲友为主

受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居住条件、自然环境、交通状况、教

育水平、个性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群体会产生一定的自然

分化，并形成不同的非正式小群体。在每个小群体中，彼此共同语言比较多，

比较玩得来，人员组成往往具有比较明显的血缘、亲缘或地缘特征，一般是以

亲属、亲戚、街坊邻里或朋友为主，平时大家很少远距离跨区域寻找休闲娱乐

的伙伴。在经济欠发达的桂西北部分偏远山区，因为交通不便，以家人及亲戚

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乡村大众日常生活和休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3.1.3  开销不多，节省为主

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加上长期养成的节俭生活习惯，桂西北乡村大众休

闲娱乐的花费通常都比较少，大都喜欢选择那些不花钱或者少花钱的项目，特

别是中老年人群，有时连一些必要的装备也不舍得花钱购买。

3.1.4  张弛有度，随意为主

乡村生活不像城镇居民那样有规律，普遍过着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很难说

每天有固定的休闲娱乐或放松的时间。一是很多农活的时间难以准确把握，二

是乡村居民的时间观念也没有那么强，生活压力较大，他们只有在劳作之余才

能考虑休闲的问题，平日大家选择最多的，还是最简单的休闲娱乐方式，如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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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打牌、聚餐等。一些参与人数多、操作比较复杂的项目，往往是在重大

节庆或大型活动（如婚礼、竞技比赛等）才得以进行。

3.1.5  老少同乐，居家为主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生活压力较大的原因，很多农村青壮年劳力都纷

纷外出务工，只剩下中老年人（爷爷和奶奶）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平时，学

龄少年儿童大部分时间集中到乡镇或者县城上学，只有周末或放假时间才能回

家，乡村空心化和家庭空壳化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在桂西北乡村大众日常休

闲中，往往是以家庭为中心，老幼相伴，老少同乐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样既

能兼顾家庭，又能照看孩子。

3.1.6  亲朋相聚，节庆为主

河池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桂西北地域组成的主体，

拥有壮、汉、苗、瑶、仫佬、毛南、侗、水等 8 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

到 317.71 万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83.67%a。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

具有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长期交流融合，使得该地区具有比

较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在休闲娱乐方面，桂西北乡村大众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比较

重视本土休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保留了不少传统体育休闲项目，如打陀螺、

斗鸡、斗鸟、赛龙舟、舞龙舞狮、上刀山、下火海等，还经常举办各种节庆活动，

如三月三、山歌节、蚂拐节、铜鼓节、分龙节、依饭节、瓜果节等，不仅具有

浓郁的乡土气息，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比较热情好客，平时，乡村群众对当地传统节日比较重视，

甚至远在他乡的人们都要赶回家中过节。在桂西北乡村及周边地区，每年的社

庆（春社或秋社）、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十四）、中秋节及春节，往往是他

们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亲朋相聚，大众集中休闲的美好时光。

3.1.7  娱乐空间，庭院为主

因为桂西北乡村大多位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

a　见广西河池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走进河池．http://www.hechi.gov.cn/zjhc/zrdl/20180620- 6965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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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分村屯的人口居住比较分散，公共设施不完善，所以，大众休闲只能因

陋就简，利用乡村现有条件进行，一般是选择在家里看电视、打牌、打麻将，

或者在庭院周围聊天、玩手机等。随着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乡村群

众使用手机也越来越普遍［28］，一些中老年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利用智

能手机的语音和视频聊天功能，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屏，或进行山歌对唱，

平时没事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一唱一和，乐在其中。这些人群注重的是自

身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并不在乎是否与他人见面或近距离接触。在桂西北山区，

这种玩法逐渐成为部分人自我休闲的一种新方式。

3.1.8  重要聚会，家族为主

大众休闲娱乐活动具有强身健体，舒缓压力，传承技艺，道德教化，维系

亲情，增强凝聚力等作用。在桂西北乡村，人们比较重视亲情和家族伦理教化，

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中元节，遇到红白喜事或婚丧嫁娶，往往是家族集体

聚会的重要时光。近年来，随着当地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桂西北地区的南丹、

东兰、凤山等地，远嫁他乡的女子相约回家，探望家中父老兄弟姊妹，娘家则

以本家族为主要组织者，或由舅舅家主持，通常要在村中举行隆重的聚会，有

时还摆长桌宴，请戏班子演出，举行文艺表演，或搞时装秀。大家唱歌跳舞、

吃饭喝酒看戏，历时数日，热烈欢迎出嫁的姑娘姐妹（统称“金花”或“姑妈”）

回家。活动期间，彩旗飘飘，从数百米的村头之外一直延伸至村内，身临其境，

节日气氛浓厚，喜庆洋洋，颇为热闹。

3.1.9  地域选择，就近为主

从村民休闲活动的空间来看，由于公共活动场地（空间）的减少，以及个

人兴趣不同，或者因为其他诸多不便，很多村民喜欢呆在家里一边干活一边看

电视，有时约同村或家住附近的人打牌聊天，即使外出游玩，也是选择在自家

附近，这样既省钱，又省事，还能休闲解闷，何乐而不为。

3.2  存在问题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我国其他地区农村相比，既有共性，

又有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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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重视不够，管理滞后

在桂西北乡村大众的休闲活动中，绝大部分都是最平常的方式，如打牌、

聊天、抽烟、喝酒、看电视、玩手机等，现行的大众休闲活动，与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要求契合度不够。平时读书看报的人不多，学

习琴棋书画的人很少，高品位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缺乏，艺术欣赏等提高个人

修养方面的休闲活动更是稀缺，农家书屋和乡村文化室门可罗雀，科技书籍几

乎无人问津，老年大学对大部分乡下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大家只满足于最基本

的生理和生存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无人问津，村里的中老年人早已习

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大家知足常乐，无所索求。基层管理干部虽然

很清楚乡村大众休闲的现实和困境，但因各种原因，也无可奈何。

3.2.2  投入不足，设施简陋

河池地处桂西北，属于老少边山穷地区，在本辖区内的 11 个县（区）中，

有 7 个为国定贫困县，因为居住比较分散，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原因，乡村

大众休闲娱乐的设施普遍缺乏，按照当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一般是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部修建一个灯光篮球场和一个文化室，有些地方还配置几

张简易的乒乓球桌，其他村屯则难得配套几件健身器材，公共休闲空间严重不足。

农家书屋基本上没有开设，即使有部分乡村开设，也是藏书极少，而且针对性

不强，形同虚设。所以，对于生活在乡村的大部分居民来说，大众休闲的条件

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

3.2.3  眼界不高，思想保守

在我国广大偏远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包括年轻父母）大都外出打工，只

留下中老年人在家照顾孩子，因此，家庭空心化问题非常严重。由于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休闲娱乐很容易与游手好闲划等号，所以，在很多农村老人的观念中，

几乎没有休闲的概念。那些留守村中的大人们，劳动已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每天都疲惫不堪，哪有心思考虑其他问题呢。

3.2.4  技艺不好，缺乏指导

大众休闲有多种方式，唱歌跳舞仅是其中之一。虽说不少群众有参与休闲

的意愿，但是，在桂西北乡村常住人口中，老人和小孩居多，有一定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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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相关专业技能培训的大众休闲指导教师（如音乐舞蹈教师、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乡村群众普遍缺乏必要的休闲指导和技能训练，

对休闲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价值不了解，休闲的目的不明确，方法不科学，只能

盲目随大流，或者因自我感觉不好，个人自卑而放弃参与，难以根据自己的个

人喜好和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休闲方式，达到真正的休闲效果。

3.2.5  陋习不改，害己害友

与国内许多乡村一样，打牌（麻将）依然是桂西北乡村大众最喜爱的休闲

娱乐方式之一［29-33］。闲暇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下棋、打牌、打麻将，或者喝酒、

喝茶、聊天，适当放松一下自己，本无可厚非。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条件的好转，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外来不良休闲文化的影响下，人们

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人在玩的过程中，喜欢寻求一些精神或

物质刺激，逐渐使打牌（打麻将）演变成变相的赌博，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赌风更盛。虽然有时赌注不大，但容易破坏人际关系与家庭和睦，败坏社会风气，

甚至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恶劣影响。

在乡村其他公共活动中，如新居落成、婚庆喜宴、庆生祝寿等，虽然大家

并不富裕，但是，讲排场，爱面子，致使一些人不顾自身能力，大操大办，相

互攀比，随礼之风盛行，不仅劳民伤财，增加彼此之间的经济负担，甚至还加

剧了部分家庭的贫困。在桂西北乡村，酒是成年男性聚会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

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分寸，不仅伤身害体，还容易伤害感情，有损乡村文明和谐。

4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制约因素及原因分析

制约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因素较多，通常可以分为个人内部制约因素、

人际制约因素和结构性制约因素［2］，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综合发挥

作用。从桂西北的实际情况来看，前者和后者可能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4.1  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经济因素属于结构性制约因素之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

是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桂西北是以农业

为主要产业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尽管该地区的情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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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所好转，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和全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见

表 1 和表 2）。据报道，2019 年底，河池市还有 21.54 万贫困人口 a，约占全市

人口总数的 6.5%，占当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3.9%bc。因为贫困人口数量多，

涉及面广，所以，地方财政压力巨大，政府资金严重短缺，除吃饭之外的其他

问题难以同步考虑，因此，乡村休闲娱乐设施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满足农村居

民大众休闲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这种情况短期内也不可能得到改变。

表 1  2010-2019 年河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广西及全国的比较（单位：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farmers in Hechi with 

Guangxi and the whole  country from 2010 to 2019 (unit: yuan)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全国 5919 6977 7917 8896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广西 4543 5231 6008 6791 8683 9467 10359 11325 12435 14124
河池 3599 4118 4620 5198 5723 6164 7509 8260 9177 10141

注：数据根据《广西统计年鉴 2019》《河池统计年鉴（2019）》及 2018 年河池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相关资料整理。

表 2  2010-2018 年河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广西及全国的差距比较（单位：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farmers 

in Hechi with Guangxi and the whole country from 2010 to 2018 (unit: Yuan)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广西 944 1113 1388 1593 2960 3303 2850 3065 3258 3983
全国 2320 2859 3297 3698 4766 5258 4854 5172 5440 5880

a　见新华网：2018 年底，河池农村贫困 人口为 28 万。2019 年，河池市农村贫困人口为 21.54 万，

http://www.gx.xinhuanet.com/2019-07/23/c_1124787175.htm. 

b　见 2020 年 1 月 24 日光明日报：2019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 万人，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

标准测算，2019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551 万人。

c　见新华网：数说广西：改革开放 40 年广西 农村贫困人口从 2100 万降到 267 万截止 2017 年底，

广西农村贫困人口尚有 267 万，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09/c_1123827380.htm. 见知县网，2018

年末，广西贫困人口为 140 万，http://www.ahmhxc.com/tongjigongbao/14273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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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地处桂西北，属于广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石山区人均耕地

不足 0.3 亩，除宜州区外，其他 10 个县均属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县（区），石漠化

土地面积 72.3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21.6%，占全广西石漠化面积 35%a。

由此可见，该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无法摆

脱贫困和土地依附的乡村留守居民，其休闲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4.2  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河池为桂西北典型的喀斯特地区，辖区面积 3.35 万平方千米，喀斯特地貌

面积 2.18 万平方千米，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5.74%，占广西喀斯特地貌总面积的

24.34%，境内山多地少，石山广布，交通不便，至今不通高铁，而且还有罗城、

环江、天峨、凤山等县没有修通高速公路，因此给群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虽

然休闲属于个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但是，人们休闲方式的选择，必定受到环境

条件的制约，因为受到交通条件、地理环境、劳作时间、活动空间等因素的影响，

人们只能舍远求近，选择最便捷和成本较低的休闲方式。

4.3  个人文化修养的影响

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休闲方式，其中，个人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具有

重要的影响。据有关统计报道，全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大约为初中水平，

广西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而河池又属于广西的欠发达地区，所以，桂西北农村

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会超过初中水平［34，35］。稍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都

外出打工，所以村中留守的人员大多为老人和小孩。因为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

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不强，学习能力有限，所以，乡村大众休闲的层次和品味

难以提高。

4.4  乡村治理水平的影响

由于基层干部任务重，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待遇差，生活条件艰苦，选

拔任用程序多，发展机会少，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愿回乡创业。部分受过中等

a　见广西河池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走进河池，http://www.hechi.gov.cn/zjhc/zrdl/20180620- 6965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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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教育的青年也不愿当村干，大学生报考村官更少。因为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尤

其是村干）综合素质比较低，治理能力比较差，所以，难以引领乡村文化创新发展。

4.5  代际交流缺失的影响

因为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很多已婚的年轻夫妇也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中

由父母看管，虽然远在他乡，但平时与家中父母和亲人联系甚少，一般只有过

年的时候，全家才得以团聚。长期的时空阻隔和的家庭成员分离，导致乡村居

民代际之间情感交流严重缺失，代沟不断加大。年轻父母不知道孩子的心思，

有时也不懂得如何去关爱孩子；年轻人和老人之间，因为各人阅历不同，思想

观念也不一样，所以很难找到共同语言，彼此谈不到一块，所以也不愿过多交流。

正是因为长期缺少与父母及亲人的情感沟通，造成了村中留守人员的心理空虚，

平时非常孤独寂寞而无法得到安慰，因此，有时为了打发无聊，他们往往会寻

求自我的排解方式，甚至会导致其他不良休闲行为的产生。

5  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问题的解决对策及措施

针对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存在的有关问题，必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分

类指导，大力加强乡村大众休闲治理，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采取对策和措施：

5.1  加强乡村休闲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休闲基础设施建设，是搞好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必要条件。一定

要按照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以

及桂西北乡村社区的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广大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

努力争取地方政府资金的扶持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

注重实效，使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的基本条件得到真正解决，满足群众闲暇

生活的基本需求。

5.2  加强乡村休闲大众素质教育

乡村大众的基本素质，决定了乡村大众休闲的基本品质。因此，有必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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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不同人群进行休闲文化教育和实用休闲技能培训，比如，组织中老年人

学跳广场舞，学打太极拳，学习农村实用技术，学习琴棋书画，学习个人电脑

和智能手机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与人进行可视化交流，等等。

此外，还可以组织少年儿童听大人讲乡村故事，让他们了解乡村文化习俗和尊

老爱幼传统，增强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个人

归属感。

5.3  积极倡导健康文明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一定要根据乡村的实际

情况，以及桂西北乡村群众休闲的基本需要，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建设

及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借助乡村基层组织及社会的力量，积极营造健康文

明的乡村休闲环境，大力弘扬乡村优秀历史文化，满足乡村群众对高品位休

闲文化的需求，逐步根除制约乡村大众文明休闲的陈规陋习，提倡勤俭持家，

勤劳致富，减少大操大办，杜绝日渐泛滥的赌博之风，倡导健康的休闲方式

和休闲习惯，树立的良好乡村风貌，推动桂西北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实

现脱贫致富目标。

5.4  适时举办乡村特色休闲活动

桂西北乡村有不少传统节日和特色休闲娱乐活动，如三月三、铜鼓节、蚂

拐节、分龙节、依饭节、布努瑶祝著节、白裤瑶年街节等。过去的这些节日及

活动，吸引了不少人自发参与。只不过这些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

致乡村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城镇化进程加剧，以及外来休闲文化的

冲击，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年青人，他们的乡村印象逐渐消退，已经没有多少

乡村情结，随着村中老一代人的故去，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令人担忧。所

以，适时举办具有乡村特色的大众休闲娱乐活动（如农耕节、丰收节、山歌节、

赏花节、摘果节、垂钓节、乡村美食节、乡村旅游节等），不仅是重温乡村记忆，

记住乡愁，也是振奋乡村精神，追求乡村新生活，展现乡村新风貌，提升思想

新境界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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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发挥乡村公众核心人物作用

一定要充分发挥乡村公众权威人物和精英人物的引领作用，保证乡村大众

休闲的健康发展［40］。乡村事务琐碎繁杂，群众的日常管理比较松散，随意性较大。

尤其是在偏远乡村，不管推行什么工作，一定要有人反复推动才能落实，大众

休闲也是如此。虽说桂西北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仍有一些受过一定教

育，或者曾在外工作的返乡人员，他们在外面闯荡多年，有一定见识，也有较

丰富的生活阅历，如今回到家中，正好可以发挥其引领乡村大众健康休闲的作

用。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而且年富力强，

也可以作为乡村大众休闲的骨干。此外，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新农村

建设指导员，都可以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在乡村大众休闲文化建设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5.6  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休闲品位

乡村大众休闲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

从乡村振兴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去认真考虑农村居民的休闲问题［36-39］。

因此，应当大力加强桂西北乡村大众休闲治理体系建设，完善乡村基层干部的

选拔任用和工作业绩考评机制，以服务乡村大众，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思路，改进

工作方式方法，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充分挖掘桂西北本土休闲资源的文化价值，

不断提升桂西北大众休闲的文化品位，打造文明和谐乡风，并使之成为桂西北

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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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ss Leisure in Northwest Gu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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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random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leisure issues of rural mass in 11 counties (districts) in northwest Guangxi. 

The mentality and behavior of rural mass leisure was analyzed,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rural mass leisure in northwest Guangxi were 

summarized, the main factors (leisure obstacles) influencing rural public 

leisure in northwest Guangxi were rational analyzed.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main problem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eisur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the 

rural masses, advocate healthy and active leisure culture, organize timely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ural public core 

figures, strengthen rur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leisure taste,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rural mass leisure in northwest Guangxi to ser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Northwest Guangxi; Rural area; Mass leisur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