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别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孙伟：
让大别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
心，才能走得远。论坛上，大别山干部
学院副院长孙伟以《大别山精神及其
时代价值》为题与大家交流、分享。

孙伟说，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大别山地区人民在长期革命斗
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
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等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
党百年非凡历程的深刻注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别山精神
如何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孙伟认
为，要在大别山汲取信念力量，用理想
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要在弘扬大别山
精神中提升胸怀境界，用担当精神书
写绝对忠诚；要坚持人民至上，用忘我

奉献彰显为民情怀；要砥砺斗争意志，
用开拓进取引领发展潮流。

4月12日~13日，第十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开讲。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建
党百年与文化自信”纵论古今，追寻华夏文明的源头，探索华夏文明的轨迹，为嘉宾们带来一场文化盛宴。记者 杨宜锦

专家学者纵论“建党百年与文化自信”

追寻华夏文明源头 探索华夏文明轨迹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
会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

传承中华文化 把论坛名片擦得更亮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百年的辉煌，经

历了3个光辉的历程。”中央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
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与中华文化
百年弘扬》为题向大家作精彩分享。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光辉
历程是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
人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
了新中国；第二个光辉历程是中国共
产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 30年
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个光辉历
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

徐光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传承者、弘扬者，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富创造性的转化

者、践行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坚
定的信奉者、守望者。“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要一届一届地办下去，在坚定文化自
信、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把论坛名片擦得更亮”。

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王思林：
从红船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是筚路蓝
缕、奠基创业的100年，是践行初心使
命的 100年，也是文化寻根、文化寻
旅、拥抱文化自信的 100年。”中央党
校政治学博士、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
建教研部副教授王思林以《红船精神
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题，深刻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红船精神
诞生的历史背景、内涵和时代价值。

王思林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体现了偶然当中的历史必然性，而
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自然地内化为一种强
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理想
而不懈奋斗。

国防大学教育督导组专家纪明葵：
办好自己的事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国防大学教育督导组专家，战略、
战役学教授纪明葵以《百年变局中的
机遇与挑战》为题展开精彩演讲。在
演讲中，他从对比中西两种不同文化
的角度，从“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国际战
略格局调整和演变”“中国与主要国家
和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娓娓道来，阐释
“百年巨变中我们的机遇与挑战”。

纪明葵认为，随着全球共同战胜
疫情的态势不断向好，构建命运共同
体的局面将得以巩固，这对推动世界
格局变化将发挥积极作用。纪明葵认
为，我国应该坚持世界多极化，继续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最关键的是办好
自己的事，实现两个100年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提升国际影响力 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
变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金灿荣
在论坛中作了题为《全球新趋势和中
美关系》的演讲。

金灿荣讲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指4个新：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
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
理。“而这4个‘新’跟中国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金灿荣说，当下，中华传统文化已
经逐渐得到全球认可，但是中华传统
文化要想提升国际层面地位，首先就
要提升物质层面的影响力。“我们要做
好科技攻关，解决核心技术领域的卡
脖子难题，建立更为完善的现代产业
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

和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弘扬和发展中
国传统文化”。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
让重大题材的戏剧好看起来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
导演田沁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戏剧
舞台上独树一帜。论坛现场，田沁鑫
就以《文化自信中的“戏剧实践”》向大
家分享了她的创作经历。她说，让重
大题材的戏剧好看起来，是中国国家
话剧院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院长，要
致力于戏剧人才培养、表导演艺术研
究，塑造国家舞台艺术形象，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中国迈向 2035年文化强国的关键之
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搞文
化艺术的人都深深感到自豪、充满干
劲。”田沁鑫说，希望在数字化时代到
来之时，中国戏剧能够实现“弯道超 车”“换道超车”，引领社会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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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豫””见黄河文化月见黄河文化月““郑郑””是人间四月天是人间四月天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