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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实体经济为主体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 胡文东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刘在刚

0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
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
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
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
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全会
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我国坚持实体
经济为主体，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
系指明了方向。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
在。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增强实体
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
压力，有利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有利于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
利于促进就业和实现社会稳定。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势
头迅猛，成绩喜人，GDP从改革开放
前的3600多亿元上涨到2019年的超
99万亿元，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三五”
期间，中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作了
多次重要部署，强调“着力振兴实体
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

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
向”“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等。回顾我国的发展史，我国
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靠
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不论经济发展到什
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
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
根基”。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以
及2035年的远景目标，必须夯实实
体经济根基。
  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
难点也在制造业。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
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三五”期
间，我国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取
得显著成就。从2016年到2019年，我
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由24.54万亿元增
至31.71万亿元，年均增长5.9%，远高
于同期世界工业2.9%的年均增速。
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
重达28.1%，比2015年提高1.8个百分
点，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
国地位。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
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
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
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今
年前9个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2%，其中三季度增长5.8%，呈
逐季回升态势。“十三五”时期制造
业取得的显著成绩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提供了重
要支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十四
五”，我们要矢志不渝，开拓进取，积
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
不移推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要从高速增长
阶段顺利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关键在于转换发展动能，由低端要
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
为主。
　　创新是国家振兴之源、强盛之
基，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十三
五”时期，从高端装备到精密仪器，
从重大工程到基础材料，众多关键
技术取得突破，制造业创新从跟跑
为主，进入跟跑在加快、并跑在增
多、领跑在涌现的新阶段。同时，研
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仅2019年，我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达1.32%，比2015年提高0.42个百分
点。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17家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100余家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补充的制造
业创新网络。2020年，中国在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第14位，比2015年上升15位。与此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制
造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自主创新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过去，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处于学
习模仿阶段。但是，“卡脖子”的一
些关键核心技术，核心基础零部件、
原材料，靠引进模仿是学不来的，必
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因此，“十四
五”时期，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
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
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
党校工会主席、讲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讲，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
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夯实文
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
　　所谓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一
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所
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也是世界各
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
重要参照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
量，关系着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
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家文化软实
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伟力。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
力，比其物质硬实力来得都要重要。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物
质硬实力的同时，都要着力提升文
化软实力。
　　从本质上来讲，国家文化软实
力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力。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具体彰显，就在于上下同
欲、万众同行。正所谓，上下同欲者

胜、万众同行者强，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就是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我们坚信，只要全党上下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我们就能够攻坚克
难、一往无前。这就要求我们，站在
大历史观的立场上审视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的文明演进，从而更好地坚
定文化自信。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
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中国是世界
史学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巴比伦、
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在这当中，
之所以唯有中国不带“古”这个字，
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经千年颠沛而
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
生”，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绵远流长、
从未中断，这就是我们坚定文化自
信的历史逻辑。历史告诉我们，是
中华文化引领我们从苦难走向辉
煌；未来昭示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
必将引领我们开创一个更加光明的
未来。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
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我国文
化建设正确方向、更好担负起新时
代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只有旗帜
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固本开
新、永葆生机，否则就会失去灵魂、
迷失方向。同时，对共产党员来讲，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唯一的、排他的，
每一名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都必须坚如磐石、不可动摇，这
不但是我们党对共产党员的政治要
求，也是共产党员鲜明的政治标识，
更是每一名共产党员政治文化自信
的具体体现。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
须始终注重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
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创新工作，
加快构建文化与文明价值体系，全
面提升中国的文化形象，扩大民族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现实需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如果
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无所敬畏、无
恶不作，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来丰盈老百姓的
精神世界，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成为鼓舞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
力量。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
须始终致力于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
神。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的精气神，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这就要求我们，
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标准，
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依托，
全面提高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水
平。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对于文化产业
和文化事业的要求相应提升。如果
我们的文化建设水平停滞不前，文
化活动开展不足，就必然丧失对人
民群众的吸引力，无法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
此，必须通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进一步发挥好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巨大引领作用。同时，要
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统一起来，通过持续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广大人
民群众的精神风貌，进而汇聚起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
党校教研部主任、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