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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敦煌 10月 7日电 （记者赵帅

杰）记者日前从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

博览会上获悉：2022 年，我国数字出版

产业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总收入达

到 13586.99 亿元，比上年增加 6.46%。

传统书报刊数字化收入呈现上升

态势。2022 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

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 104.91 亿元，相较

于 2021年的 101.17亿元，增幅为 3.7%。

新 兴 板 块 发 展 势 头 继 续 向 好 。

2022 年，在线教育收入为 2620 亿元、网

络动漫收入 330.94 亿元。2022 年，网络

文学持续高质量发展，走出去迈出稳健

步伐，海外传播力影响力持续增强。截

至 2022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

输出作品 1.6 万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

超过 6400 部，上线翻译作品 9600 余部，

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 30 亿元。

元 宇 宙 加 速 催 生 数 实 融 合 新 场

景。继数字藏品之后，虚拟数字人将成

为元宇宙的重要入口。据介绍，按照商

业和功能因素，虚拟数字人可划分为内

容/IP数字人、功能服务数字人和虚拟分

体数字人。目前虚拟数字人在数字阅

读、数字音乐、新闻播报、网络直播、数字

文旅等多个领域和场景均已形成初步应

用，并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未来虚拟

数字人将作为 IP 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进一步释放数字版权价值，为数字内容

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逾1.35万亿元
2022 年比上年增加 6.46%

新数据 新看点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内，观众认

真参观，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前行力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

南岳阳楼景区前，累计上千名游客背诵

名篇《岳阳楼记》得到免费游览机会，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中秋

国庆假期浓厚的文化氛围，让世界看到

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文化铸魂，润物无声。有文化

自信的民族，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新时代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

传承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开创了新的

局面，中华文明更加光彩夺目，中国人民

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文明古国阔步迈

向文化强国。深入挖掘节日文化内涵，

拓展内容形式，创新活动方式，人们便能

在广泛参与中丰富文化体验、感悟文化

精髓、坚定文化自信。

日新月异的中国，需要在互学互鉴中

保持文化定力，在守正创新中激发文化活

力。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保持高度的文化

自觉、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发有为、

砥砺前行，就一定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 担当文化使命
林 峰

■今日谈R

本报北京 10 月 7 日电 （记 者韩

鑫、邱超奕）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中 秋 国 庆 假 期 ，全 国 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民 航 累 计 发 送 旅 客 4.58 亿 人 次 ，

日 均 5727.7 万 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日 均

增长 57.1%。

从出行方式看，假期期间，铁路累

计发送旅客 1.41 亿人次，日均 1763.6 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 158.0%；公

路 累 计 发 送 旅 客 2.9 亿 人 次 ，日 均

3623.2 万 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日 均 增 长

28.1%；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1018.1万人次，

日均 127.3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

长 106.1%；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1708.5 万

人次，日均 213.6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日

均 增 长 195.0%。 自 驾 出 行 增 长 迅 猛 。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流量累计 4.83亿

辆次，日均 6043 万辆次。

交 通 运 输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中

秋国庆假期全国天气条件总体良好，

公众自驾出行意愿强烈，公路网流量

呈现“峰值高，均值高”态势，始终保持

高位运行。总体看，公路出行体现“自

驾游、行程长”特征，假期公路出行半

径以 500 至 800 公里中长距离为主，旅

游流和探亲流高度叠加、中长途和短

途出行相互交织，高速公路单日最高

流量与日均流量均创新高。

面对假期持续高位的出行态势，各

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路网调度、运输组

织、安全应急、疏堵保畅等各项工作，整

个假期，全国道路交通网运行总体平稳

有序。

中秋国庆假期

累计发送旅客 4.58亿人次

本报北京 10月 7日电 （记者韩鑫）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揽投快递包裹超过 51.47 亿件，总

体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 其 中 揽 收 25.75 亿

件，日均揽收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8.6%，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122.6%；投递

25.72亿件，日均投递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8.7%，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 133.9%。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生鲜水

产、土特产品、民俗手工艺品、旅游装备

等品类寄递需求较为旺盛。邮政快递

业不断完善服务方案，拓展“快递+”服

务领域，增强供应链管理能力，综合运

用多种交通方式，为原产地农户、制造

企业、景区游客提供多类型、多模式定

制化寄递服务，为助力消费持续恢复发

挥积极作用。

假期期间，数十亿件快递包裹体现

了我国消费底盘稳固、潜力充足的良好

态势，彰显了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强劲

动力。

中秋国庆假期

揽投快递包裹超 51.47亿件

中 秋 国 庆 假 日 经 济 交 出 亮

眼成绩单：国内旅游出游 8.26 亿

人次，同比增长 71.3%，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 7534.3 亿元，同比增长

129.5% ；全 国 营 业 性 演 出 44237
场，同比增长 227.68%；国家级夜

间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集 聚 区 平 均

每夜客流量 5.76 万人次，同比增

长 68.7%……

假日经济是观察我国经济的

一个窗口。从中秋国庆假期蓬勃

兴旺的市场活力中，深切感受到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

好的态势，感受到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底气。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我 国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大

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

有力的措施，推动消费稳定持续

恢复。

看成绩
消费需求充分

释放，假日经济不断
升温

中秋国庆假期繁荣活跃的消

费市场，是经济复苏向好的鲜明

体现。消费潜力有效释放，市场

销售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消费拉

动作用持续显现。

广汽埃安工厂总装车间内，

机械手臂挥舞转动，每 53 秒就有

一 辆 新 车 下 线 ；徐 福 记 新 建 近

6000 平 方 米 自 动 化 车 间 并 正 式

投产，糖果类产品源源不断送上

包装线……中秋国庆假期，很多

企业不停工，铆足干劲忙生产，一

派热火朝天。

火热的生产背后，是旺盛的需求。各地各部门把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

——品质商品销售旺盛。

“假期冰箱销量格外好。”河南虞城县乔集镇美的

专卖店负责人说，得益于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政策，店里

的冰箱基本都是一级能耗，节能环保，价格还实惠。

“家电行业已经成为工业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引

擎。”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说，不少

企业以用户为中心，推出定制化产品，智能睡眠、卫浴、全

屋系统、家庭服务机器人以及时尚消费小家电等，都很受

消费者喜爱。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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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志。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

河，一路奔涌、浩荡向前，历经风雨绵延不绝，

饱经沧桑历久弥新，在人类文明史册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篇章。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

个重大问题。”今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

焕荣光”这一重大判断，犹如航标，为我们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凝聚奋斗与思考、承继

光荣与梦想，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循大道，至万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 新 征 程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以 坚 定 的 文 化

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就文

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

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

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华章。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
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是世界上

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

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这五大突出特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

体特征，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

体系。

2020 年 9 月在长沙岳麓书院，2021 年 3 月

在武夷山朱熹园，2022 年 6 月在眉山三苏祠，

2022 年 10 月在安阳殷墟，习近平总书记一路

考察调研，一路深入思索：“如果没有中华五千

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

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新征程端详中华

文明，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观察中国式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

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

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内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铺垫底色；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与“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脉相承；

“富而后教”的治理经验，为“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支撑；

“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得益彰；

“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悠久传统，让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成为共识。

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便能更好理

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基于自己文化的独特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生命，使其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

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

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

代转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鲜

明论断，“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

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的明确要求，“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执

着追求……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气息和鲜

活力量，让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

到现代的跨越。

曾经，古圣先贤提出的“小康”概念，是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但只是

存在于古籍经典中的美好憧憬。

今天，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

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千年梦想，今朝梦圆。

曾经，仁人志士书写“修建 160 万公里公

路、约 16 万公里铁路、3 个世界级大海港，还有

建设三峡大坝”的现代化设想，但当时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蓝图未能化为现实。

今天，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

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

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远超当初的设想。

曾经，历代学者洞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的治乱兴衰，却无法找到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答案。

今天，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在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

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又给出了“自我革

命”的第二个答案。

历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80 多年的历史进程、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多年

的奋斗、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索、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践，多少人的深长夙愿，

无数个历史之问，在今天有了鲜明答案。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是人类文明

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文明程度

提高的物质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在谋划。

从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到

提出“新常态”；从提出“新发展理念”，到提出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出“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到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提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到提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今天，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物质文

明成果不断涌现，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

基础。亿万人民更加昂扬奋发，更加坚定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和底气。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政治文

明的鲜明特征。

2019 年 11 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

北市民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参加法律草案

意见建议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中间，深刻指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谆谆话

语，道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与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

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

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有深刻关联；我们

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

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

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没

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中国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

造了中国式民主。“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

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

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

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习近平

总书记思考深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今天

的中国，民主已经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

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14 亿多人民享有前

所未有的权利和尊严。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和价值必将在人类文

明进步的滚滚洪流中激浊扬清、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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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

丛书《复兴文库》，呼应了盛世修典、太平纂帙

的文化传统；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居民现代生活相映成

趣；由《千里江山图》演绎出的舞剧《只此青

绿》，以东方美学的经典色彩铺展出如诗如画

的中国山水气象…… （下转第二版）

总书记引领我们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
本报记者 温红彦 杨学博 许 晴 宋静思

中秋国庆 8 天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金

额 13.3 亿元，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117%；免税购物人数 17 万人

次，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143%。

据了解，随着消费及旅游市场的稳步复苏，以及海南离岛免

税“担保即提”“即购即提”新增提货方式落地等利好政策推动，

夏季以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持续呈现增长态势。

图为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

本报记者 曹文轩文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走进市场看信心
聚焦中秋国庆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