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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提振民族复兴精气神
——— 新时代文化建设述评

坚定自信 增强凝聚力

　 首都北京，巍峨矗立的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
者。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
时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
物、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勾勒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用文
化之火照亮复兴之路，用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
　　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
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十年———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
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
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阐明原则立场；
　　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编
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
第四卷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权威读本，
创新理论传播方式方法，建强理论研
究宣传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向上
向好态势不断发展。
　　这是全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极大
提升的十年———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2021年7
月1日，铿锵有力的誓言回响在天安门
广场，更激荡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
　　庆典庄严，人民豪迈。
　　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
革开放40周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要

庆典活动、重大历史时刻，党心民心
交融、国威军威彰显，汇聚起坚不可
摧的磅礴伟力。
　　十年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根铸魂，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全面铺开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
　　十年来，聚焦互联网这个意识形
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
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
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汇聚
更加强劲的正能量。
　　十年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快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
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新时代舞台上，奏响“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雄浑
乐章。

文化为民 回应新期待

　　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
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
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响应总书记
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潜心创作、深耕不辍，努力登高
原、攀高峰，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格局
一新、境界一新、气象一新———
　　《乡村国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等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讲述脱
贫攻坚故事；《山海情》《人世间》《我和
我的祖国》等现实题材优秀影视作品
广受关注；歌曲《坚信爱会赢》、电视剧

《在一起》、话剧《护士日记》等讴歌抗疫
一线各行各业凡人英雄的事迹……有

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秀作品层出
不穷，激发情感共鸣，提振精神力量。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到
人民中去”“送欢乐下基层”等志愿服务
活动火热开展，让文艺之光照亮基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十年来，
我国深化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产品
和服务更丰富、更便捷、更“对味”。
　　———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截至2021年底，全
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42个，公共
图书馆3215个，文化馆3316个，博物馆
6183个。到目前为止，实现了所有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和
大部分博物馆免费开放。
　　——— 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建设
国家公共文化云、智慧广电、智慧图
书馆等。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实
际持证的读者达到1.03亿人，群众文
化机构服务人次8亿多，全国博物馆
举办展览3.6万场、教育活动32万场，
接待观众近8亿人次。
　　———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旅游的
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文化品质持续提
升。历史文化类景区由2012年的
2064个增加到2021年的4111个。红
色旅游深入开展，成为传承红色基
因、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的生动课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
尚，新征程上，文化“为人民”的旗帜
愈发鲜艳。

守正创新 铸就新辉煌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
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
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
民族复兴的高度，为赓续中华文脉注

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从“保护文物也是政绩”到“领导
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让城市留
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到“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习近
平总书记倡导的科学理念指引下，登
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
的文化长卷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
　　正定古城重现北方雄镇风貌，鼓
浪屿演绎万国建筑博物馆风情，“世
遗之城”泉州讲述包容与开放的动人
故事——— 当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
自信构筑起共有精神家园。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多次有关
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到“四
史”宣传教育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和底气；从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
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到《复兴文库》《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出版，熔
古铸今、激活经典；从全国各地设立
2500余家非遗工坊助力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到我国以42项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遗名录项目位居世界第一……
　　新的文化自觉助推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丰
富新时代历史文化滋养。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壬寅年初，一场“冬奥之约”架起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
梁。开闭幕式饱含圆融和合等中国理
念，二十四节气、黄河之水、折柳寄
情……“冬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织。
　　2022年7月23日，国家版本馆落
成。聚焦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
后世”，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
记的十大类版本资源纳入保藏范围，
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打造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
标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人
们徜徉其间，感受国家伟大、历史震
撼，体会静水深流、海纳百川。这将
是又一幅盛世文化图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阔步行进在不可逆转的复
兴之路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有信心更有能
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据新华社）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
设，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中国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文化气度，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铺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浑厚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