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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

展，就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四个自信”的提

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他鲜明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时代精神，
复兴之魂，深植其中。

延续中华文脉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五集解说词

【解说词】
破晓的晨曦，惊醒了杭州西湖一夜的

安宁。
浙江美术馆，有如一颗智慧的明珠，

镶嵌在西子湖畔。
从有巢氏仿鸟筑巢、构木为屋到具有

中国气度、中国风格的浙江美术馆，中华
文明的每一次驻足，总能惊艳四方。

从选址西子湖畔，到确立建筑风格，
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推动
下，浙江美术馆修建完成。

【同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
他说既然建在西湖边，就应该是中国

的样式。那天我正好穿了一件对襟的中
国式的衣服，他说，就像许江穿的这件衣
服一样，一眼看上去是中国的。

【解说词】
流淌过五千年历史长河，进入新千年

的第二个十年，中华文明屹立世界潮头，
担负起凝聚民族复兴之魂的历史重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
高度，回应时代关切，擎起改革这一最鲜
明的旗帜，为中华文化前行指明方向。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
下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布
置的任务。

他指出，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
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
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
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2014年早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这是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第一个专项
小组改革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
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和政策保障，细化为
104个重要改革举措及工作项目，为今后一
个时期的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明
确了时间表、布置了任务书。

全领域、深层次的文化体制改革，用
制度创新之力，不断巩固着 13 亿人的文
化自信。

撸起袖子加油干。
【同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黄坤明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发表

了许多重要的论述，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
署。我想，他展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深沉的民族情怀和历史担当。正是在
这样的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导之下，中央对文
化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集中体现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之中。

整个方案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
是突出方向引领。不管怎么改，方向不能
变，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确保
“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
在互联网时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
机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加强谋篇布局，
通盘考虑，而且突出重点。

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在改革方向和工
作的布局上，就搭建起了新的“四梁八柱”。

【解说词】
曲阜，儒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2013 年 11 月底，刚刚在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上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考察期间，他专
程到曲阜进行调研。

在孔子研究院的展示厅里，他看到桌
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
拿起来翻阅，并同随行的同志说，这两本
书我要仔细看看。

一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
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
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是中华民族的魂。

【字幕】2013年8月 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须要走适
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创造
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
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解说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增
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的颁布，是第一次以中央
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
化基因，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先河。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出台，让薪火难续的地方戏看到了振兴契
机。《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一
批传统文化表达形式的生动探索，让传统
文化与时代精神，都焕发出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也是中国先
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解说词】
在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中，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正是走在中国道路上的13亿人
民共同拥有的复兴之魂。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来看待。他提出，核心价值观，
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他强调，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
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
无依归。

自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印发以来，中央
统一部署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入
法入规。在2017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成为重要立法宗旨之一，并贯穿通篇。
【字幕】广西 南宁
【解说词】
在广西南宁，有一位看管车棚的陈阿

姨。社区的孩子下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
是到陈阿姨这里取回家门钥匙。许多家
长下班晚，为了让孩子早回家，他们习惯
将钥匙交到陈阿姨手里保管。

十多年来，人们亲切地叫她“钥匙阿姨”。
【同期】“钥匙阿姨”陈秀珍
大家那么相信我，我心里面很高兴，

我觉得也很值得。
【解说词】
一把钥匙，打开一扇信任之门，传递

着珍贵的邻里之情。
76 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61 团退

休职工魏德友，在 5 公里长的中哈边境
线义务巡守了 52 年，成为祖国“永不移
动的生命界碑”；江西南昌小伙许诺，在
路上遇到突发事故起火的汽车，挺身而
出，和其他路人一起，成功救出 4 名乘
客，见义勇为，令人称赞……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正以多姿多
彩的形式展现出来。

一份对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的
概括，找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价值追求上
的最大公约数。

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
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要求。“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他还用这16个字告诉全社
会，英雄，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2015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
见》。2017 年，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
准，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

这是对楷模的学习，是对功勋的尊
重，更是对英雄的敬仰。

【解说词】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也需

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
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
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
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之后，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大思想理论支撑。

伟大的时代，需要强大的理论，也需

要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字幕】2016年11月 北京 中国文联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

史诗的雄心。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
文学家、艺术家不仅有这样的雄心，而且有
这样的能力，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
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

【解说词】
2014年10月15日，秋高气爽，72位文

艺领域的代表人物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一次不寻常、非
惯例的会议。

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延安文艺座
谈会相隔72年，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中央召开的文艺工作者的盛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语重心长地提
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
作品。而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
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

【同期】文化部部长 雒树刚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发表以来，文艺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
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心态方面，文艺
工作者更加潜心于创作，静下心来搞创
作，深入生活搞创作，而且是围绕着精品；
从生态方面讲，文艺界现在可以说积极、
健康、向上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崇德尚艺
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解说词】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

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文艺工作者来
说，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更好地出
精品、出人才、出效益。2015 年 10 月，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
改革的意见》，完善全国性文艺评奖的标
准和审批，压缩奖项的数量，提升奖项的
质量，引导和激励健康创作风气，推动文
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秉
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投身于“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坚守
中华文化底色、聚焦中国精神，创作生产了
包括新版歌剧《白毛女》《焦裕禄》《哈尼交
响》《谷文昌》《鹤魂》《平凡的世界》等在内的
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

坚持精品创作。在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的排练大厅，“戏比天大”四个红色大字
格外醒目。

【同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任鸣
在你的创作当中，能够反映出来民族

的命运、民族的精神面貌、民族的精神气
质。要与祖国、与人民、与时代同在。

【解说词】
与祖国、与人民、与时代同在。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2015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推动国有
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这
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将文化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
（请继续阅读AA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