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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
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
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
局的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
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奋进新征程的
今日中国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
标，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
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
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
续举办两年。5月26日，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
峰论坛将在深圳开幕。聚焦时代命题、搭建交
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这场文化盛会的举办，
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凝心铸魂，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东方文明古国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阔步前行。

正本清源，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
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提出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
量”。

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到文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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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在正本清源中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
了工作导向，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向着正确方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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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健
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立破并举、激浊扬清，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

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
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强基固本，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
理能力——

2024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
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
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
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
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
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迅猛发展，提升信息
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一项紧迫任务。

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由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
电影工作，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释放出
文化发展的新能量。

从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到智慧图
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全民共享；从
DeepSeek横空出世，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刷新
电影票房……文化治理紧跟数字时代步伐，在
传承创新中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

以文化人，汇聚起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
——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5月23日在京
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站在崭新起点、
总结过往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进
一步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
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

从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到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生命力；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让
党的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到印发《关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从全党开展学习教
育，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到宣讲课堂开
在田间地头车间社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发展壮大。

文化为民，
满足美好生活新需求

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
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
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

活力。”
着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持续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
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深入人民，坚持为人民而创作——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习
近平总书记对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有着深邃思考。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共中央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全国性文艺
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的意见》等出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更加鲜明，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
机制更加完善；

广大文艺工作者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
生活，创作出《我的阿勒泰》《主角》《雪山大地》
等一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展现美好生
活新图景、新风尚。

依靠人民，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
2023年6月7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

坛在深圳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强调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
祖国南北，来自基层一线的文学创作者多

了！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劳动者作家，他们以生
活为素材进行创作，引起广泛关注和共情。深
受村民和网民欢迎的“村晚”火了！2025年《我
的“村晚”我的年》小年“村晚”接力直播，充满乡
土气息与文化韵味的“村晚”轮番上演。

既是“剧中人”也是“创作者”，人民群众的
活力创造力充分展示、竞相迸发，给文化繁荣发
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广阔空间。

服务人民，回应人民文化新需求——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14 亿人

次，博物馆、美术馆人头攒动，人们竞相感受文
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品味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
会发展”，高扬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帆。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
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1510亿元，比上年
增长6%。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增长重
要引擎，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效
途径。

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已设立 9100 余家非

遗工坊，“老手艺”成为群众就业增收新亮
点；贴合百姓需求，超3.88万个颜值高、内容
多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人们身边的文化客
厅；“文旅+百业”“百业+文旅”融合发展，网
络文学、短视频、直播等新业态激活经济发展
新动能……

放眼新时代，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鲜活图景，正在中华大地徐徐铺展。

赓续文脉，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5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洛阳龙门石窟
考察。总书记凝望历史，也远眺未来：“要把这
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
展的基因和密码。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绵延赓续，让古老智慧丰盈当代文化建设，是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答题。

5 月 18 日凌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护送
文物归国的工作人员手捧装载着迄今为止发现
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子弹库帛书的保护箱走
出客机。流失美国长达79年的国宝终于回家！

帛书归来的动人一幕，成为新时代积极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生动缩影。

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效
显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资源家底逐步摸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文物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深入实施，长城、大
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
推进，“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古籍热”
蔚然成风……中华文脉开枝散叶生机勃发，丰
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
响力竞争日趋激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智慧力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
交往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养
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世
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立足厚重中华文明，依托改革发展生
动实践，新时代中国形象更加可信可爱可敬。

《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China Trav-
el”持续升温……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

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绚丽新篇！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书写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答卷
——写在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史竞男 王思北

观众在深圳举行的文博会上拍摄黑神话悟空半身像（2025年5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