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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便利店的

社会文化功能 ①

———基于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Ｄ村便利店的实证调查［１］

陈勋，夏冬晴
（邵阳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４）

摘　要：农村便利店在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同时，农村便利店还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农村便利店在所

辐射的范围内，往往成为农村文化的策源地，是当地百姓诸如参政议政、娱乐休闲的中心，同时还是一个地区的信息传播

中心；另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量，农村便利店不仅仅是文化和信息策源地，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它引导着当地群

众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意识，参与农村地区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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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村位于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西南部，是全省闻名的贫困干旱乡村，平均海拔７００多米，距邵阳县
城２５公里，距邵阳市区２２公里。全村２１个村民小组，４２９户、１４３９人。２０１４年，全村人均纯收入３
５４２元，属湖南省“十三五”扶贫工作重点村。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至２０日随邵阳学院精准扶贫学
“习”宣讲团赴该村进行了为期７天的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考察与人物采访等方式，对当地便利店运作
模式进行了详细调查（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调查所涉及到的地名进行了改写处理）。

基于对Ｄ村便利店的实地调研，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考察农村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便
利店在当地社会文化建设中的角色，研究这种社会文化功能的运作机制，为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１　便利店是农村地区文化的策源地与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
从考察的结果来看，该村属于典型的农村贫困地区，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目前人口主要以中

老年、留守儿童以及初高中生为主。同时，根据笔者实地走访和调查，该村便利店基本沿着村主干道分

布，在三公里左右的村主干道两旁，共分布着５家便利店。鉴于该村基本没有外来人口进行消费，因此，
按照平均人口计算，每家便利店覆盖人口为３００人左右。从绝对值来看，每家便利店平均覆盖人口是非
常少的，但是对于空巢化比较严重的农村来说，便利店已经算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区域，农村地区的文

化和信息便从这里开始策源并逐步传播。

调查团队抽取了临近当地村活动中心的一家便利店进行了实地观察。在一天之中，除了基本的商

业行为之外，调研团队观察到以下具有典型特征的几件事情：一是从早上十点左右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

左右，便利店始终聚集着一批中老年群众，他们围坐在便利店的麻将机边玩邵阳地区普遍流行的纸牌，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出有人加入，玩牌一直没有中断，而旁边始终有村民围观；二是正值中小学放暑

假，在这一天里，附近的留守儿童会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聚集在便利店周围玩耍，据老人讲述，便利店人

多热闹，农村老人可以在此聚集闲谈以打发时间，而小孩因为便利店有零食购买，也乐于来此游玩。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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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访，因为此地初高中生比较少，再加上初高中生几乎都有智能手机，除了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基本不

愿意在便利店长时间逗留；三是当时正值夏季征兵宣传时间，当地村干部将宣传标语和海报贴在村活动

中心之外，同样将国家征兵政策贴在便利店的显著位置，并且在该店现场宣讲征兵政策并解答当地村民

各类涉农问题。

在对此便利店进行取样考察后，调研团队又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该村其他便利店进行走访观察，并随

机采访便利店老板、购买商品的当地村民、留守儿童以及当地村干部。从采访结果来看，当地村民对便

利店存在如下基本观点：一是便利店老板不仅提供村民日常生活用品，还有邮件代收等扩展服务，并且

愿意给当地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休闲场地以及设备，欢迎村民来便利店讨论村级事物，因为对于便利店

来说，人越多意味着商机更多；二是当地村民也愿来便利店休闲娱乐，因为人多热闹，村民将便利店视为

社会交往、参政议政以及娱乐休闲的最主要场所，在这里可以听到关于对村级事务最新的消息；三是小

孩愿意来便利店，最主要原因是此地小孩聚集，可玩耍，可购零食；而村干部也愿将便利店作为信息发布

中心以及民意搜集中心，借助便利店，能够迅捷高效地搜集民意，传播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地便利店老板、村民以及村干部，以便利店为载体，自觉组成了农村文

化建设和信息传播的共同体，农村休闲文化在此策源，农村信息在此开始传播。在共同体里面，既有商

业规律的自我呈现，也有信息传播规律的自觉运用，同时还体现了农村地区村干部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

中对策略的自觉调适。

２　农村便利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农村文化建设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农村便利店不仅作为农村文化和信息传播的载体，其本身也应该被视为一

种文化。眼下，我们也许无法对便利店文化进行明确清晰的定义，但是其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已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并且呈现两大特点或功能。

２．１　对农村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具有导向作用
当前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族群的相对内聚性，一个村小组，其成员大都是

同一个姓氏，长久的生活交往中，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比较容易受到家族中能力较强村民的影响。根据

调研团队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农村地区开便利店的村民，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头脑相对比较灵

活，胆子比较大，容易接受新事物，属于村里率先富裕起来的村民；二是人缘相对比较好，能够包容村里

各种雅俗行为；三是因为经济实力相对突出，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眼界比较开阔，具有一定号召力。

因此，便利店老板一般会成为村民比较信任的人，由此，村民对于便利店所出售的商品也形成一种

信任。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便利店老板会利用自己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形象，不仅出售老百姓生活中的必

需品，同时还会适当引进能够改善村民生活品质的各类商品。例如，我们所采访的一家便利店，该店属

于该村最早拥有冰箱的用户，这一消费行为直接影响到其他村民购买冰箱的热情。而事实上，调查团队

也采访过当地村民，冰箱的实际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往往成为农村财富标志之一。可以发现，农

村便利店，在客观上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能够影响当地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的形成。

２．２　成为农村通俗文化的象征符号
农村便利店正在从一种文化和信息的载体，逐渐演变成农村通俗文化的象征符号。农村文化具有

群众性和实用性等特点，而农村便利店最原始的功能就是方便群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继而在这个过程

中，形成一种集聚效应，村里面男女老少闲暇时分总会选择便利店消磨一天的时光，这决定了便利店从

一开始就走的“群众路线”，而逐渐演变成农村通俗文化的一个象征。

而据笔者分析，便利店之所以成为农村通俗文化的一个象征，主要影响因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在

前文介绍过，因年轻人外出务工，便利店来往人员主要是中老年和留守儿童，而中老年人文化素质普遍

不高，只能接受通俗文化；二是，村民已把休闲娱乐功能看作是便利店的最主要功能之一，而便利店所提

供的通俗易懂接地气能使人放松的休闲活动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因此针对以上几种情况，休闲活动的组

织者，无论是便利店老板亦或是村干部，只能从需求出发，选择具有群众性和实用性的文化休闲活动来

“愉悦”村民，从而起到聚集人气的效果。久之，村民、便利店老板甚至村干部形成一种自觉的默契，将

农村便利店作为了当地通俗文化的一个象征，而作为村活动中心或者类似于文化站之类的机构，反而达

不到这种效果，因此，考察农村便利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　农村便利店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互动
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要求全国上下关注农村发展，不仅要发展农村经济，也要推

０８１



第２期 陈勋，等：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便利店的社会文化功能

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筹发展。文章将农村便利店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互动作为论述

话题，目的在于发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的问题以及治理路径。

３．１　农村文化发展的尴尬和传播路径的断裂
目前国内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或者调研报告在经过实地调研之后形成，

而这类调研报告或许更加贴近农村实际，更能对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其中由南京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陈梦洁和袁梦倩撰写的《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一文，从传播学角度

来考察农村文化传播和文化治理，其中对农村文化传播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可谓贴合实际，切中肯綮。

“行政主导或政治控制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某些特殊时期能够迅速高效地动员整个乡村社会，但常常无

法实现常态化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缓解了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状态的暂时空虚而已，并

且借着‘拯救者’的姿态使农村的内生文化被压抑和遮蔽。结果，国家所大力推动、主导的农村文化建

设，往往都无法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撤退，它所倡导的文化样式便难以持续，

各种公共文化组织、文化设施也都无以为继。”［１］而这恰恰真实反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尴尬之处，担任

“送文化”下乡的文化站或者村活动中心以及乡村图书馆，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也是村镇干部考核时候

能够最能够拿得出手的“硬通货”，但事实上，这些文化设施根本无法在农村地区产生持续性的效果，因

为不接地气最终变得无以为继。调查团队在邵阳县黄荆乡的实地考察印证了这种观点，据采访，当地村

活动中心只在重大节日发挥了一定的功效，而平时几乎没有有效运转。

同样，文章还指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日益增加，也不乏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潜在受众。

但是，传播的断裂仍然存在于农村文化传播中，进而影响了构建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符

号化过程”。传播的断裂，成为了影响农村文化治理的关键因素。传播的断裂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传播网络的断裂，表现在“村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农村文化传播的新

需要”［１］；二是传播过程的断裂，就是内容与需求的脱轨，而这成为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农村文化生

活单调、乏味———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打麻将、打牌，还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农民

对村庄文化设施的使用率，对文化组织、文化活动的参与率却相当低，农民的文化活动愈来愈倾向于私

人化、小群体化（观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成为农民的首要休闲活动，无疑是最好的明证）”［１］。根据调

研团队在该村的调查，该文章基本反映了农村文化的现状。

３．２　农村便利店与农村文化特点以及传播特点的契合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学庆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包

括：加强村民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科学文化；移风易俗，培育农村良好社会风气。同时，其

在论文中也提到农村文化的特征包括民族性、地域性、内聚性、群众性以及实用性等特点。而农村文化

的功能则包含有传承、导向、娱乐、教育、沟通、媒介以及经济等［２］。应该说，徐学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

内容、特点以及功能等方面论述得比较全面，基本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我们在前文中也提到，农村文化建设其实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可以说国家文化政策在广大农村

地区的实施遭遇了一定程度上的水土不服。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要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继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文化建设也是必须要继续推进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挥农

村便利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文化功能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农村便利店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点与功能一定程度上是契合农村文化建设要求的。便利店文化所

呈现的地域性、内聚性、群众性以及实用性与农村文化特点高度吻合，而其所具有的娱乐、沟通、媒介等

功能也正是农村文化的功能。便利店提供的文化内容与村民的实际需求基本能够形成有效对接。从实

际考察情况来看，村干部和村民也是自觉运用这一平台使其发挥社会文化功能。面对这一实际，政府决

策部门可以因势利导借力这一平台推进农村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同时，对农村便利店进行适当引导、

合力规范，使其规避农村地区一些陋习，进而引导其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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