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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奋进，十年辉煌。经过十年改革发展，中

国文化更加繁荣兴盛，活力迸发的中国文化展现着

一个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的民族的豪迈，展现着一

个日新月异的国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展现

着一个文明古国向未来进发的勇气……以文化人、

凝魂聚气，文化建设所激发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

心持续提升，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伟力。

十年，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十

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深入推进，文明之

风遍吹神州，道德模范群星闪耀，“中国好人”层出

不穷；广大文化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创作出一大批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文物保护和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取得显著成就，一大批考古发现揭示

中华文明起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不断“活”起来……文化建设的火热实践

使当代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

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

十年，中国精神更加高扬。文艺发时代之先

声，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从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到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

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 年 大 型 音 乐 舞 蹈 史 诗《奋 斗 吧 中 华 儿

女》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

大征程》……一系列重大文艺活动展现出火热的爱

国激情、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从《山海情》到《大江大河》，从《我和我的祖国》

到《长津湖》，从《觉醒年代》到《功勋》……一系列文

艺作品歌颂英雄、歌颂祖国、歌颂人民，高扬爱国主

义精神，极大增强了亿万人民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

十年，群众文化获得感更强。十年来，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

施，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神州大地处处飘扬

着歌声、到处是欢腾的舞蹈。博物馆热、文物热、传

统文化热、中华传统诗词热等文化热潮一浪追着一

浪，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一定会续写新的壮

丽篇章。

凝聚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
张 贺

■新时代新作为R

近年来，江西芦溪县广泛收集整理本地红色资源，

开展红色遗址、红色文物等红色资源排查、登记等工作，

让党的历史“看得见、摸得着、读得懂”，使广大干部群众

从身边的红色史料中切实感受党的光辉历程。当地对

所排查文物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建立较为完整的数据

库，为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利用提供基础依据，稳步建

立健全红色文化和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制度机制。

“现在党和政府对革命文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很多

红 色 景 点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修 缮 ，吸 引 年 轻 人 学 习 参

观。”芦溪县芦溪镇东阳村村民吴双柔说。

此外，芦溪县深入挖掘、活化利用，进一步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健全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产品，努力

探索“旅游+红色文化”等发展模式。“我们非常重视

红色文化保护和红色基因传承，通过建立红色资源

数据库，加大投入改扩建和深入挖掘利用等举措，

将红色景点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芦溪县

文广新旅局党组书记彭友元介绍。

芦溪县的探索实践是近年来我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等 4 部门公布两批

37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 1433 个县

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延安革命旧址群

等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各级革命文

物保存状况得到改善。

我国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共计 3.6 万余处，

国有馆藏革命文物总数超过 100 万件（套）。国家

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文物部门以及革命

主题博物馆、纪念馆积极作为，使革命文物资源保

护利用和管理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同时各展其长，

通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和主题活动、

创作广受群众欢迎的各类文艺作品和出版物、推

出红色研学线路和相关文旅服务、运用互联网思

维开展革命文化传播等方式，有力提升了革命文

物资源及其所承载的革命文化的影响力。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王 珏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长津

湖之水门桥》获得最佳影片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影视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了包括《长津湖之水

门桥》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些作品的

艺术呈现与观众审美逐渐靠拢，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如何把主旋律影视剧拍得更好看，更容易为当代观

众所接受，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当代

影视创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影生

产国和第一大电影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和逐步提

高的产业化程度，让类型片有了更多的表现内容和表达

方式，主旋律成为其中的重要方面。十年间，涌现出了

《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攀登者》《长

津湖》等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影片，以小切口折射大主

题、以小人物呈现大时代。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

主旋律电视剧更多以创新的手段讲述动人故事，在《跨过

鸭绿江》《觉醒年代》《人世间》《山海情》等一系列作品中，

各种人物角色活跃于荧屏之上，在流畅的叙事和生动的

情节中传递真情，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从十年来的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可以看到，主旋律的

内涵和外延是宽泛的、厚重的、昂扬的。影视剧创作者

正更多地深入人民群众，不断洞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

脉动，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

澎湃。

主旋律影视剧
正能量更澎湃

本报记者 刘 阳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全民阅读热度升级、群众

文艺受到追捧、电影电视佳作频出……近年来，广

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

要坚定文化自信”“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正本

清源、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质量明显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

强，全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极大提升，我国意识形态

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思想保证、舆论支持、

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文明的种子在神州大地播撒

“60多年深藏功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为掩护

战友身负重伤的扫雷英雄”杜富国，“用爱照亮山区

女孩人生梦想的教育燃灯者”张桂梅，“为莫高窟研

究保护倾尽一生的敦煌女儿”樊锦诗，以及在日常工

作生活中默默奉献、无私付出的平凡英雄……近年

来，一个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温暖人心，他们的家国情

怀、奋斗精神、高尚情操，感召和激励着亿万国人。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

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到出台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再到时

代楷模、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和“最美人物”等大

量涌现……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愈加浓厚。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

内蒙古大草原，数十支乌兰牧骑深入基层一线，把

文艺演出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把党史故事演给

农牧民看，好评如潮；北京市海淀区录制 10 部 XR
（扩展现实）融媒体微党课，让大家在“科技+”中学

百年党史、悟拼搏精神；中央音乐学院在多地建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组织音乐党课活动，用音乐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广泛传播。

文明之花绽放新时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如火

如荼，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更加美好；文明村镇创建

活动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农民文明素养和农村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一大批全国文明单位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一个个文明

家庭传承弘扬优良家风，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化，文明的种子在神州

大地播撒，真善美大力弘扬，正能量广泛传播。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广大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山东省惠民县孙武街

道棣州社区共有居民 1 万多人，可社区工作人员仅

有 10 多人，如果不引入其他力量加入，社区服务质

量很难满足群众需求。近年来，棣州社区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创新机制引入专业社工组织常驻，

为社区居民“量身定制”服务，同时推动“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壮大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大大提

升了社区综合服务水平。

优秀文艺作品奏响时代强音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7 月 1 日晚 8 时，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红色大厅灯火通明，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1 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举行。一首首经典曲目和新创作品，带领全场

观众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

奏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天地交响。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 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

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

程》……这些重大文艺活动，以充溢爱国情怀、民族

气概、英雄气节的强大正能量，奏响了民族复兴路上

一个又一个强音。

2021 年，《觉醒年代》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山

海情》“出海”获得众多点赞，《长津湖》刷新中国电

影票房纪录，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一票难求……广

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

作品，既在艺术上取得成功，又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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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握时代

脉动，喷薄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河北梆子《李

保国》、话剧《谷文昌》、舞剧《天路》、音乐会歌剧《张

富清》、电影《守岛人》、电视剧《人世间》等一部部吸

引人、感染人的现实主义优秀文艺作品应运而生。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

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

密集出台；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等热度不减，保

护文化遗产逐步成为社会自觉……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效显著。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套），

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 42项，位列世界第一。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

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优秀作品迭出

——舞剧《大梦敦煌》、昆剧《临川四梦》、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等优秀文艺作品涌现，电视节目《中

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唐宫夜宴》海内外热

播……一个个舞台形象、一幕幕经典场景，深入人

心、“圈粉”无数，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气度神韵增

添了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公共文化充实人民精神生活

“在家门口参加艺术培训”“免费借书、观影、娱

乐”，如今，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综合文化

站，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初步形成；

“到图书馆阅览学习”“到文化馆听课学艺”“到美术

馆看展打卡”，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年轻

人钟爱的新风尚。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

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颁

布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博物

馆条例等法律法规，到制定出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再到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

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更加有力。

遍布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不断满足着

广大群众对高效、便捷文化生活的向往。截至 2021
年底，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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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街道）文化站 4 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 万多个，农家书屋 58 万余家。

在城市，一座座标志性的文化场馆拔地而起，

惠民利民。“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空间装修

设计时尚、空间精致和谐，人气高涨。市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乡村，一个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成为

乡亲们的“文化家园”，读书看报、观赏电影、开展文

体活动，广大农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多元、

积极向上。“送戏下乡”让老百姓在田间地头一样能

看到好戏；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把光影世界带到大

山深处……

在线上，数字图书馆、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云

端博物馆”等内容丰富，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不再被

山水阻隔，城乡群众能同步分享文艺展演、专题讲

座、艺术慕课等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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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让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

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

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

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享有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扎
实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扎
实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图①：日前，浙江绍兴越城区塔山街道组织开展丰富

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充实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图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志愿者与小学生一起阅读书籍。

钟 晴摄

图②：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

文化种子基因库。图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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