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改革创新
着力改善文化民生
如何走出一条建设文化强

国的“中国道路”——无疑是摆
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
题。刘云山提出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观点得到
了中国文化界、理论界的高度
认同，一些网友用“卓越的战略
眼光”给予评价。

文化体制改革是十年来中
国宣传文化战线又一项成果卓
著的重要工作。中共十六大将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
来，强调以新的体制机制促进
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体制改革
在新形势下得到大力度深入推
进。刘云山作为分管这项工作
的领导，被誉为文化体制改革
的“操盘手”。在广泛调研的基
础上，规划了改革的“路线图”、

“任务书”和“时间表”。海外有
媒体称，这场文化体制改革所
涉及的矛盾不亚于改革开放之
初的经济改革，其成效甚至影
响到其他领域。

10 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取
得重大进展，为建设文化强国
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国有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基本完
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文化
产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
作不断涌现，中国人对文化消
费品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初
步形成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局面。

改善文化民生、满足人民
基本文化权益，是文化工作的
一个重要目标。刘云山反复强
调文化建设要面向基层、服务
大众，努力降低文化消费门
槛。这些年，他每到一个地方
调研，都深入农村、企业、社区，
听取普通群众的意见，认真研
究文化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
具体举措。近年来，广播电视
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
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
惠民工程的实施，让许多偏远
地区的群众都享受到文化改革
发展的成果。

作为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
领导人，刘云山几乎没有节假
日，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偶有闲
暇，读书是他的最大爱好。在
繁忙公务之余，笔耕不辍，经常
撰写颇有人文特色的散文、随
笔，不少文章受到读者的好
评。去年出访非洲回来写的
《文化的非洲》，以文化的角度
解读非洲，以非洲的文化折射
中国文化，发表后曾引起文化
界的热议。

刘云山和中国文化艺术界、
新闻界、理论界的许多名人，都
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友谊，经常交
流探讨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
题。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刘云山
都会为他们送上问候和祝福。

刘云山的夫人李素芳已经
退休，他们育有二子。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推出刘云山人物特稿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夫人李素芳已经退休，他们育有二子

祖籍山西忻州的刘云山，出生在古称敕勒川的内
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习、成
长都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边疆省份。参加工作之初，
他在农村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1975
年至 1982 年，刘云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 7 年

“农牧口”记者。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提倡选拔任用年轻干部，1982

年刘云山离开记者岗位，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
会副书记，之后担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1985
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年仅38岁的刘云山被选
为候补中央委员。此后，历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秘书长，赤峰市委书记，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93年，
刘云山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2002年
出任中宣部部长。随后，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
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记者到官员，几十年间，刘云山不变的是他对百
姓、对基层的深厚情感。1986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部长时，为调研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刘云山独自
一人坐火车、乘汽车、搭拖拉机，进农家、住帐篷，与农牧
民群众促膝谈心。他说：和群众在一起，才能听到他们
的心里话；和群众在一起，本身也是一件快事。人民日
报著名记者陈勇进到河套地区采访听到刘云山的故事

写了“部长下乡”的报道，引起不小反响。
在中央部门履职多年，刘云山仍每年都坚持深入

基层，每个省区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看来，亲
眼看到的情况，亲身体验的事情，最具说服力。针对
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官话、套话、大话”现象，刘云山认
为“新闻记者应该经常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说短
话、说新话、说老百姓的话”。他还常写一些“豆腐干”
的短文，为的是反对“假长空”的文风。他倡导和推动
全国新闻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
记者“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人民心坎上”。刘云山
认为，只有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
题，“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
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他对“我是谁”有独到的见解，
他说一个人有了权、有了钱、有了名，往往会头脑发
昏，不知道我是谁，摆不正与老百姓的关系，其实不管
有多大权力和名望，在老百姓面前都应该是学生，是
公仆。搞清“我是谁”，才能解决“为了谁”、“依靠谁”。

不久前，根据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系列报道改编
的“中国——在现场”节目在德国连续播出后，德国的
编导说，片子让他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尊
重”。有德国观众写信说，节目让他们“了解到中国官
员关心民众的一面”。

12月10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
山到北京市调研并主
持召开座谈会，就如
何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
入听取基层意见建
议。

这 是 十 八 大 以
来，又一次有中央政
治局常委参加的座谈
会。会上，再次体现
了中共新一届最高领
导层倡导的清新的作
风、会风。

在 11 月 15 日举
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
全会上，65 岁的刘云
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进入中国
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从北疆边陲到首
都北京，从新华社记者
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一路走来，始终给人谦
和务实稳健的印象。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长灵气”，这既是他常
用来要求下属的话，也
是他多年主管中国意
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工
作的心得写照。

宣传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谈到宣传工作的特点，刘云山曾说，宣传工作就是
坚持重在建设，中宣部实际上是个“建设部”，主要负
责精神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
决定公信度”——这句中国媒体人耳熟能详的话语就
出自刘云山。国内外新闻界公认，过去十年中国媒体在
突发事件报道方面进步最大。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仅十几分钟，刘云山就亲自给中央电视台台长打
电话，要求央视进行不间断直播，让受众第一时间了解
抗震救灾情况。在这次报道基础上提出的“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二十字方针
成为中国媒体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原则。此后，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成为中国新闻界处理突发事件
的基本准则，这种进步也被海内外各界称道。

舆论监督也在透明的传媒生态中得到加强。刘
云山一直提倡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为媒体
加强舆论监督创造条件，同时强调媒体的监督应当是
客观真实基础上的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
督。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
问题都因为媒体报道而为公众所了解，进而得到处
理，公众利益得到维护。

全球传播事业近年来的最大改变，当推互联网
的兴起。对于这个革命性的媒体业态，刘云山始终
持开放态度。他说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包容，
中国不拒绝任何先进的东西。对互联网首先是大胆
积极利用，为了健康发展当然也要依法管理，管理是
为了促进网络信息自由、有序、安全流动。如今，刘
云山每天都要打开电脑浏览网页，查看最新资讯，了
解舆情民意。

“我们党开了一
个好的会，有了好的
纲领，定了好的目
标，重要的是以好的
作风、好的学风、好
的文风，使大会精神
入耳入脑、深入人
心，变成精神力量、
变成实际行动，真正
落到实处。”

——刘云山

2007 年
4 月 7 日，刘
云山在河南
省民权县王
公庄村画虎
村调研时，在
该村“四大虎
王”之一王建
民的画室里
了解村民从
事绘画产业
情况。新华
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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