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年助力乡村振兴 青年人才助力
乡村振兴演讲稿(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篇一

各位领导、同志们：

结婚是大喜事，宴请亲朋好友庆贺无可厚非。拿我自己举例，
我与丈夫的婚礼是在老家农村办的，没有繁花似锦的婚庆，
也没有复杂的跪拜礼节，我们拒绝铺张浪费，拒绝攀比婚庆。
其实，年轻的夫妻大可以通过旅行结婚、参加集体婚礼等新
方式来简化流程，让“爱”更加纯粹。

打记事起，从除夕到正月十五，烟花炮竹要放上半个月，特
别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噪声让家人的交流只能靠手语。父亲
说烟花虽美却污染大气，炮竹热闹却又脏又吵，所以我们家
过年从来没有放过一次烟花。近几年，在家过年，却几乎听
不到炮声，这与国家严格控制和老百姓思想认识提高是分不
开的。

每年清明，母亲都会带我回乡下到外婆坟前放炮烧纸。有一
年，对面整个山头因烧纸引发火灾，吓得我们全都往山下跑。
当时对这样的行为非常不理解，妈妈告诉我，这是习俗。今
年，清明节回去，妈妈没有买炮和纸，只是在埋葬外婆的山
上散步，在坟前要我女儿叫“太姥姥”。舅妈则做上几个外
婆生前爱吃的家常菜，一大家子默默地缅怀。舅妈说，现在
农村都不售卖烟花炮竹了，到处都在宣传新思想，久而久之
大家也都摒弃了那些陈规陋习。其实想一想，自己也轻松了



很多，往年写冥钱纸包都得写上一两天。

作为一名农村宣传工作者，我目睹了这几年的变化，从铺张
浪费到文明新风，用一束鲜花、一条短信、一杯清茶、一句
问候来表达贺意、增进感情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认可。人们用
文明风尚表达“爱”，让乡风民风变得更美起来！

上周，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间听到路边歇息的两个环卫工
人在闲聊。矮个儿的环卫工人说：“搞移风易俗以后，大吃
大喝、大操大办的少了，我们辖区的生活垃圾也少了不
少！”另一个高个儿回应道：“那当然了。最明显的是今年的
‘七月半’，烧纸放炮的人少了，那成堆的炮纸灰也不见了。
”

其实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场的老党员皮连华。以前还没开
展移风易俗时，她就觉得喜事应该是高兴的，不应该带来烦
恼，不能因面子问题就讲排场，铺张比浪费。这是社会
的“负能量”。今年她喜得曾孙，家人提出要操办满岁宴，
她因反对与家人闹得很不开心，儿媳也因为她不办酒席的做
法误解了她。皮连华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先跟丈夫和儿子
分析了当前“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活动的开展情况，
取得理解。并邀请新河渔场红白理事会成员一起做儿媳的思
想工作，几经周折，最后在皮连华丈夫和儿子一同的配合下，
儿媳最终理解并支持她。

公序良俗，良在和谐；良俗之源，重在引导。近年来，全区
上下掀起“刹人情歪风”“治陋习·树新风”、建设新农村
等活动，新风尚新举措精采纷呈，好典型好事例层出不穷。
良好的社会“新风”逐渐形成，似利剑，斩断束缚我们手脚
的藤藤蔓蔓；似良药，祛除让我们劳心费力的枝枝叶叶；更
似清风，拂去所有社会上的沉疴，留给君山遍地澄澈。

“君山美景看不尽，唯有新风扑面来”。朋友们，我相信，
只有党员干部带起来、青年团员跟上来、五老协会干起来，



社会全员动起来，我们才能摒弃陈规陋习，共树文明新风。
让我们不忘初心，携手同行，共同开创君山文明新风尚。

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篇二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充分发挥党有号召、团有
行动的优良传统，把思想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组织
广大团员青年在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中作出贡献。在此，倡议
各位团员青年大力传承家国情怀，展现时代风采，发挥积极
作用，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是助力经济兴产业。青年朋友要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主战
场，用自身的知识和资源，为群众提供产业发展信息、给予
资金技术支持和就业扶持，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创业发展，打
造可持续增收的产业项目。

二是绿色环保重生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自觉践行科学
理性、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带动全社会形成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节约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倡导并宣传
移风易俗等活动，反对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和破坏环境行
为，使绿色生活成为我们大家的行动自觉。

三是弘扬“四道”更文明。青年朋友要带头组织开展善道、
美道、富道、孝道“四道”建设，大力弘扬“四道”精神，
以实际行动来引导教育身边人，激发调动村民的责任担当意
识和努力向上的决心，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

四是有效治理创和谐。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为契机，带头支
持党委政府工作，广泛宣传上级方针政策，唱响主旋律，凝
聚正能量，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开展孝老敬亲、
扶贫济困、爱心慈善等公益活动，真情服务百姓、惠及乡里。
通过言传身教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
有规范。



希望青年朋友们携起手来，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在“产业兴旺”中显身手，在“生态宜居”中展风采，
在“乡风文明”中作贡献，在“治理有效”中创佳绩，
在“生活富裕”中建新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春与
力量。

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篇三

同志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文化小康路上，也不能让
一个人掉队。为此，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在改良民生上延续发
力。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草坪镇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上
率下，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乡村振兴战略计划上来，切实加强
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提升
村民思想素质，从而增进文明和谐的乡风民俗。乡风文明提
升的主体是村民，营建文明乡风，关键在于教育，草坪镇始
终坚持引导广大大众不断提升个人修养，构成健康向上的良
好风尚，利用文艺队、宣扬栏等大力宣扬，推动民间文化艺
术进校园，举行艺术培训班，民间艺术团体得到长足发展;在
诗词文化的影响下，人民情感凝炼而丰富，为当地百姓注入
了强大的精神气力，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

发展农村大众文化事业，大众文化活动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是必须的重要条件。新时期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内涵不单单
是场地和设施建设这样简单，而是包括政治导向、思想引领、
文化传承、场地设施、实际效果、作用及影响力等方面在内
的系统性建设工程，文化阵地是文化传播的主战场，是连接
着抽象的概念与现实表现的一个桥梁，是一种人人可参与、
村村可建成的文化传播长效机制。

"文化惠民工程"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同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西部
开发助学工程和电视进万家工程等重点项目。最近几年来，
各级大力实行文化惠民工程，基本上完成县、乡、村、户四
级文化网络的建设，草坪镇建立了村级文化网格群，各村的
党建联系员既是文化联系员，负责平常文化活动宣扬，组织
大众参与各项文化活动，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2018年初，
草坪镇党委政府提出“新时期、新气象、新作为”大众文化
惠民指点思想，并举行了一系列惠民活动。

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篇四

同志们:

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胜利经验，这次
全市乡村旅游发展工作会议。布置下一步工作任务，促进全
市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下面，讲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国旅游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升级，随着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增
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多元化休假制度日渐完善以及
旅游者消费观念的不时提升。保守的观光旅游逐渐退出市场
垄断地位，代表现代旅游价值取向的乡村旅游成为当今旅游
市场新的热点之一。

起源于英国。1965年，乡村旅游概念的提出。乡村旅游早
在19世纪便在西方国家兴盛起来。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协
会”成立在乡村旅游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
纪80年代，西班牙率先大规模推出大众化乡村旅游。国的乡
村旅游是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国特殊的扶贫政策指导下应运
而生的98华夏城乡游”和“99生态旅游年”提出，促使全国
各地掀起了一股乡村旅游的热浪。国家旅游局“xx中国乡村
游”xx和谐城乡游”和“xx中国生态游”启动，将旅游发展的
重点转向农村，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
乐”乡村旅游在悄无声息中受到游客的青睐。乡村旅游是以
农民为经营主体，以乡村居民为主要对象，以乡村民俗文化、



农村风光和农事活动为吸引物，以满足旅游者回归自然和娱
乐休闲为主要目的一种生态性旅游方式。乡村旅游是对惯例
旅游形式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以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三者合为一体进行开发的一种旅游类型。

恬静的生活方式，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的目的一是回归的需
求。随着乡村化进程的加快。质朴的生活情趣，古老的民俗
习惯，渴望在乡村生活中解脱的城里人”越来越向往质朴天
然的农村人”生活。绿色、环保、健康正成为许多人追逐的
生活观念，而乡村旅游崇尚的旅游方式正好契合了这种精神
追求。二是求知的需要。现代社会的乡村少年儿童多数缺乏
对农村、农事生产、农民生活的解，乡村旅游成为重要的修
学旅游方式受到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三是怀旧的需要。
怀旧是人类的共同特征，旧地重游的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
具有明确的方向，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革时期
大批乡村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形成了所谓“知青情节”目
前，很多地方推出了知青返乡游”时尚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除了可以为游客提供与激进旅游相似的体验和感觉
外，乡村旅游的特点。作为新型的旅游产品。还避免了激进
旅游形式带来的距离远、可达性差、旅游利息高以及旅游容
量大带来的拥挤感。与激进旅游相比，乡村旅游具有以下四
个特点：地域性明显，主要分布在乡村周边；游客参与性高，
以“农家乐”形式为主推产品；客源市场固定，以城镇居民
为主要对象；低投入、高产出，带来的收益高于激进农业的
收入。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近年来。各地依托乡村旅游资
源和环境，发挥旅游产业优势，推进了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尤其在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布置后，各地坚持
“以旅助农”以旅促农”工作方针，结合实际，开拓创新，
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胜利做法和经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点值得肯定：



党政重视是关键，首先。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各级党委、
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认识明确，思想统一，把它作为促进农
民致富增收的有效途径，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举措。工作上，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措施上，制定了具
体的工作目标和政策保障，形成了市、县、乡镇多层次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的良好局面。今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市政府
首次在全市开展“走进新农村，感受生态之旅”乡村旅游宣
传月活动，举办首届乡村旅游文化节，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市委政研室、市农办和市旅游局联合开展了乡村旅游专题调
研，对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很好的举措；许多地方成立了乡
村旅游发展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旅游部门与农口、卫生、建设、环保、国土、教育、
工商等部门加强合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篇五

或许我们总是在时光里，看惯了太多的日升月落，日夜更迭，
看惯了繁星满天，闪烁遥远，看惯了天空湛蓝，彩云如海，
太多美好，只因为习惯，所以不经意，不在乎。城市生活的
五彩缤纷，往往会多了几分疲倦，少了几分欣喜，他们或许
是审美疲劳了。而我们在驻村的这一年时间里，却切身感受
到了农民的纯真和质朴，让我们对农村这片热土有了更深意
义上的诠释和感悟。

2020年7月，我被组织分配来到__x镇碾__村开展乡村振兴工
作，转眼已经过去一年，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对于农村
工作有了深入的认知，既得到了锻炼，又助力了成长，并逐
渐爱上了这一片土地。

脚上沾的泥土多了，离农民的心更近了。怀着一颗爱民敬民
的心，走进了村里。来到农村工作，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了
个人行为，更是代表党和政府对农村关怀的具体体现。为此，
与接触到的村民交朋友、“接地气”，实打实地给群众排忧
解难，把这样的工作当成一场走亲访友的”亲情之旅”，当



成送关怀送温暖的实际行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
表情，脸上洋溢着最诚挚的微笑，带着党的关怀，静心倾听
他们的心声。在走村串户的路上，和村民们结交了深厚的感
情，努力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

心中的感触多了，从实践中的收获也更多了。通过入户走访
脱贫户了解脱贫攻坚具体情况，认识到了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以及政策补贴的重大作用；深入林地了解当地具体生态问
题保护问题，认识到了“两山”理论的重大意义；通过防汛
排查，查看地质灾害点对有安全隐患的群众进行疏散，认识
到基层工作的责任重大与意义。一年的工作，让我理解了领
导让我们来的意图，青年人深入到基层一线开展工作，就是
要学习基层先进经验，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接地气”，体
民情，提高自身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学习村干部直接面对一
线、面对老百姓，克服困难、排忧解难的能力，学习村民那
种不怕吃苦、自力更生、纯朴善良的传统，通过锻炼，助力
成长。

驻村生活让我感受到了乡间的生活是那样质朴美好，那样令
人难忘，随时都让人生出万般感慨：感慨那一望无际的土地，
感慨那碧蓝如洗的天空，感慨雨后七彩的彩虹，感慨生活在
这片村落里那些沉默厚道的父老乡亲们，可以随时享受这大
自然的美。接下来，我会把自己对农村的深切情怀转化为一
件件民生实事、一个个发展目标，用真情实意对待群众，用
点滴实干来去赢得群众和组织的信任。只有这样，不断学习，
坚定信念，为人民服务，才成为一名好的基层工作者，我们
祖国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乡村振兴才能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