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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好 2024 年 

  “四季村晚”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4〕139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长春新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文教卫体局，各县（市、

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省文化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实施意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鼓励和引

导“村晚”机制化、常态化、品牌化,根据《“大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

工作方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四季村晚”活动的通知》

有关工作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现将开展好 2024 年“四季村晚”活动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丰富农
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举办“村

晚”，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持续擦亮“村晚”品牌，推动

“村晚”活动常态化开展，集聚乡村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推进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展示各地乡村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二、活动安排 

  （一）“示范展示点+”。以我省的 2024 年全国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为重点，引领带动全省各地“村晚”活动花开四季、常办

常新。突出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坚持农趣农
味，鼓励开展“斗舞”“对歌”“才艺比拼”等竞技性活动，激发农民群众的

创作和表演热情，突出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基层覆

盖率，推动节目季季演、才艺人人秀、活动季季新。 



  （二）“村晚+”。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丰富活动内涵，融合乡土文化、乡

村旅游等元素，鼓励各地具备条件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省乡村旅游精品

村举办“村晚”活动，助力乡村振兴。支持“村晚+”特色节庆节日、民族文化

传承、旅游产业发展、新兴消费业态，推动“村晚”由侧重文艺演出向文化和

旅游节庆展示、群众文艺展示、特色文化传承、好物美景推介等相结合的综合

性节庆活动转变。支持“村晚”进街区、进景区，积极发展民族、乡村特色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让“村晚”真正成为群众才艺大舞台、特色文化大秀场、

文旅融合大平台。 

  三、组织实施 

  （一）广泛发动、积极培育。各地要坚持自发自愿原则，鼓励群众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展示积极引导群众创编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文明乡

风、表达爱党爱国之情等题材的优质文艺作品。结合“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农民文化节”等活动，积极鼓励各级文化（群艺）馆、专业院团

对本地区“村晚”活动的编导、舞美及灯光音响器材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

鼓励各级文化（群艺）馆、专业院团、社会团体、民间文艺团队等，组织文艺

志愿者参与当地“村晚”活动，每个乡镇至少培育 1 个“村晚”，实现“乡乡

有村晚”。 

  （二）品牌引领、精心打造。各地要摸清本地区的“村晚”活动开展情

况，择优重点指导扶持，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内容形式，打造本地区“村晚”
品牌活动，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 1 个品牌“村晚”，实现“县县有

品牌”。要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做好品牌活动视频的录

制及收集工作，及时向省文化馆推送，省文化馆要遴选优秀的“村晚”品牌活

动，利用吉林省数字文化馆等省级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发挥品牌示范作用，带
动其他乡村积极举办“村晚”。同时，择优储备申报 2025 年“四季村晚”示范

展示点，省里将于今年年中谋划 2025 年预算时进行调度。 

  （三）示范展示、重点扶持。今年经省里推荐、部里审核，长春市双阳区

鹿乡镇镇区村、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长春市德惠市五台乡狼洞村、长

春市朝阳区乐山镇乐山村的“村晚”活动分别被确定为 2024 年全国春季、夏

季、秋季、冬季“村晚”示范展示点。长春市、延边州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
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强指导，在活动组织、业务培训、设施设备等方面给予支

持。省文化馆要积极扶持全国“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活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

平台进行直录播，同时，择优选取其中 2 场活动，在组织实施、质量提升等方

面给予重点扶持，提升我省“村晚”示范展示点影响力，推广我省特色乡土风

情和旅游资源。 

  四、工作要求 

  （一）周密组织，确保活动安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安全生

产责任制，按照“谁举办、谁负责”原则，精心策划组织实施，有序开展线上

线下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站）等公共机构的阵地作用，加强对农村文艺团

队指导，组织文化志愿者深入乡村开展服务，提升农民的艺术水平。 



  （二）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持续推动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融

合，健全公共文化服务，培育文明乡风，展示农民精神风貌。厉行勤俭节约、

从严从简，反对铺张浪费，充分利用农闲、传统节假日开展活动，避开农忙时

节，切实为基层减负。 

  （三）规范申报，加强审核把关。严格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使用活
动组织架构的要求。一是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4 年“四季村

晚”主场和示范展示点名单的通知》（办公共发〔2024〕37 号）的全国“四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必须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四季村

晚”活动的通知》（公共发〔2024〕23 号）中明确的组织架构进行宣传展示，

尤其是填报国家公共文化云上直/录播申请表时，不要擅自改动主承办单位。二

是其他“村晚”可以根据开展活动的实际组织架构进行宣传展示，一律不得使

用文化和旅游部或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作为主办单位。 

  四是及时总结，加大宣传力度。活动实施过程中，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做

法，注意收集活动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等），遴选推广典型案例，充分调

动各级各类媒体资源，注重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村晚”活动。 

  2024 年 11 月 22日前，请各市级（含扩权强县）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送

本地区“四季村晚”活动总结（加盖公章的正式文件扫描件 PDF 及 WORD 格式各

1份）至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 

  联系人：肖志光 

  电话：0431-85614159 

  电子邮箱：7747823@qq.com 

  特此通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4 年 4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