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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

想 文 化 工 作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指 出 ：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全 党 、教 育 人 民 这 个 首 要 政 治 任

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

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 面 推 进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 、强 大 精 神 力 量 、有 利 文 化 条

件 ”。 如 何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

文 化 思 想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笔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五千多年的中华
文明是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历史
根基和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塑造出

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道德准

则、价值理念，积淀出中华民族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当代中

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李

国强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

基和文化基础。”李国强表示，古老

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

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

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的古代

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而

中华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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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创新性”。李国强认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

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

发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阐

发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哲理，孕

育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改革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统一性”。李国强认为，统一是中国历史发

展的主流，在秦朝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发展历程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

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

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李国强

举例说，佛教传入并未摧毁本土

儒家与道家学说，而是推动了它

们的新发展，西方的天文、数学传

入中国，等等，这些例子说明历史

上不断有各种文化元素融入中华

文明，彰显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

的内在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李国强

认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以和邦

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以

“ 大 同 世 界 ”为 理 想 ，以“ 和 实 生

物 ，同 则 不 继 ”为 操 守 ，以“ 尚 和

合、求大同”为准则，以“国虽大，

好战必亡”为戒律，以“求同存异”

“ 和 谐 共 生 ”作 为 与 世 界 相 处 之

道，以实现和平、和睦、和谐为荣，

以侵犯他人、谋求霸权为耻。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铸就
中华文明新辉煌的
使命担当

李 国 强 认 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

志 着 我 们 党 对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规

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

到新的高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无限

珍惜、对中华文化的礼敬传承、对

铸 就 中 华 文 明 新 辉 煌 的 使 命

担当。

李 国 强 说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文 化

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坚定文化

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要立足

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

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守正道的定

力、勇毅前行的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要以宽

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更加积极主动

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

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

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到中

华文明史的深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

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推动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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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中学，连接两地。西宁城北，元朔山下，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坐落于此，红墙黑顶的建筑群，

大气漂亮。

西宁市，青海省会；果洛藏族自治州，海拔高、

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为解决农牧区师资力量短

缺、办学水平不高等问题，更好满足群众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果洛州借助上海市对口支援的契

机，在西宁建设了一所面向全州适龄青少年的

中学。

2019 年开始，上千名孩子陆续从高原牧区来

到河湟谷地，学习知识、追逐梦想。

从果洛州到西宁市，孩子
们有了新学校

早上 6 点 20 分，高二（1）班的教室里，班主任

陈菁准时守候。2022 年，陈菁从陕西师范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工作。

果洛州气候高寒，人才成为教育发展的最大

短板。“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乡镇，别说老师，光厨

师和保安一年都能换好几茬！”果洛州教育局局长

久迈旦增说，“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少，但气候条

件严重影响作用发挥，就拿操场来说，暴晒加上极

冷，刚建好没几年就坑坑洼洼。”

在上海市的援助下，一所专为解决农牧区孩

子上学难的学校在西宁开建：2017 年 7 月 21 日破

土 动 工 ，2019 年 9 月 1 日 正 式 开 学 。 标 准 化 操

场，多媒体教室，宽敞整洁的食堂、宿舍，还有图

书馆、科技屋……从平均海拔 4200 多米的果洛

州来的孩子们，有了在西宁的学校，也有了在西

宁的家。

硬件上来了，但教学面临的挑战还不少。

由于果洛州气候寒冷，很多乡里连树都不长，

一句“柳絮池塘淡淡风”，对孩子们来说都很难理

解。“在他们的认知里，没有见过柳树，更没有‘柳

絮’的概念。”陈菁说，“为此，我们把知识点掰开揉

碎，用孩子们最常见的事物举例讲解，还要多问几

句‘有没有没听懂的’。”

除了课堂，陈菁也没少操心孩子们的生活。

“将心比心，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处于生理和心理

发育成长的关键期，爱和陪伴必不可少，既然远离

父母，老师的关心必须跟上。”课余时，跟孩子们一

起聊天；有学生生病时，送他们去医院……陈菁是

班级的大家长，也是孩子们的“大姐姐”。

良好的条件让孩子们的成绩大幅提升，贴心

的陪伴更暖在孩子们的心窝里。从小跟着家人

游 牧 在 冬 夏 草 场 ，今 年 15 岁 的 叶 西 才 让 很 怕

冷，但现在冬天宿舍暖气好得很，盖条薄被也不

冷，“到西宁后，眼界开阔了好多，跟着老师课堂

上的讲述，我们已经‘到’过好多地方，‘认识’了

好多人。”

支教老师兼任管理岗位，
争取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临近中午，学校图书馆里，一场教学研讨还在

持续。

“不是非要让大家走这个繁琐过程，只有提前

把每一个知识点熟悉吃透，设计好讲什么、怎么

讲，站在讲台上才能心里有底。”语气有点严厉的

是高三年级化学老师陈伟。他正在对高二年级化

学老师白玉芳的教案逐字逐句地修改。

有着 20 余年教学经验的陈伟是上海市第五

批援青干部人才“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成员，白

玉芳刚工作一年，他们是同事也是师徒。

“学校 62 名教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来岁，90
后占大多数，虽然他们教学和管理经验不足，但可

塑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有活力。”远道而来的陈伟

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分子，还时不时说出

一两句青海方言，“孩子们的学习基础相对还是比

较薄弱，这就更需要我们把知识讲活讲透。”

从黄浦江畔到湟水之滨，和陈伟同一批来校

的还有 6 名同事。不太适应这里的海拔和气候，

大家普遍睡眠不好、胸闷难受，但在工作上，没人

降低标准。“我们借鉴上海的优秀教学成果和经

验，完善教师绩效工资考核、学生日常管理等制

度。另外，让上海支教老师在授课之余，兼任管理

岗位，争取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来自上海

理工大学附属储能中学、挂职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校长的常途介绍。

支教是教学能力的带动，也是外部资源的导

入。2018 年 8 月，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加入上海市

黄浦区大同教育集团，黄浦区教育局先后派出 16
批 80 名专家赴果洛。今年 6 月，学校 10 名教师到

大同教育集团成立的教师联合教研工作坊进行跟

岗培训，单向支教变成双向交流。

“立足课堂，教学示范”“联系组室，师徒带教”

“兼顾管理，提升效能”，随着“组团式”教育帮扶团

队工作定位的不断清晰，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今

年我们参加高考人数 126 人，本科上线人数 90 人，

上线率为 71.43%；本科一段上线人数 69 人，上线

率 54.76%。”常途自豪地说。

让孩子们有走出大山的
勇气，也有造福家乡的能力

下午 3 点多，循着一曲悠扬的《友谊地久天

长》，记者来到了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一间教室：

眼前，在“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音乐教师阚延俊

的 指 挥 下 ，来 自 初 二 年 级 的 15 名 孩 子 正 吹 奏

口琴。

“这是我们每周一次的音乐拓展课。”演奏结

束，阚延俊热情介绍，“牧区孩子们在音乐方面很

有天赋，虽然这门课才开设一个学期，但孩子们已

经掌握了十几首曲目，支教团队还发挥优势，与上

海音乐学院合作，创办管乐团。”

今年 13 岁的小姑娘南杰昂毛，来自果洛州玛

沁县下大武乡，“每次回家，妈妈还有弟弟都特别

喜欢听我讲学校生活，下次我要把新学的曲目吹

给他们听。”

同样热闹的，还有机器人社团。同学们在老

师王辉云的带领下，模拟新能源的获取、储存和使

用场景。“我们的信息技术课是从教学生打字开始

的，不过孩子们很聪明也很用功。”王辉云说，经过

一年多的学习，大家不仅基本掌握了计算机基本

常识，还不断摸索创新，在青海省第十三届青少年

机器人大赛上，学校的机器人社团还获得了中学

组二等奖。

都说教育是去激发、去点燃，用一颗心点亮

另一颗心，但在阚延俊和王辉云看来，这也是一

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教孩子们知识，孩子

们也在感染着我们。”阚延俊说，“从小生长在草

原上的孩子们朴实、阳光、热情，跟他们在一起很

快乐！”

到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开

展研学活动，邀请专家来校开展书法讲座，举办

特色体育比赛……“接下来，我们将以科学的教

育观念为指导，全面评价学生的成长，以德为先、

因材施教，将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与德

智体美劳全方位的教育评价结合起来，让孩子们

既有走出大山的勇气，也有造福家乡的能力。”常

途说。

从黄浦江畔到湟水之滨，青海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一所学校牵起两地梦想
本报记者 贾丰丰

■解码·教育优质均衡发展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