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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自 1921年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继承五四新文

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把建设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矢志奋斗的目标。100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奋斗，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

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国大力推动文化建
设，培育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和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广大文艺工作
者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竞相奉献精品力作，迎来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成为提升人民素质的支撑，成
为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的号角。

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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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社会主
义中国。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不但要
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
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
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
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长期的列强侵略、军阀混
战、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中国这个几千年诗书之邦的
文化家底十分薄弱：全国4.75亿人口80%是文盲；全国只
有700多家书店，每年出版图书不超过4000种；全国只有
公共图书馆55个、博物馆21个；全国只有3家电影制片厂，
460余家电影院，75%的电影市场被外国影片占领……

如今，中国文化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今天的中国
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每年出版图书超过 50万种，发行
100亿多册；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电影大国，每年拍摄
各类电影近千部，票房600多亿元；今天的中国拥有5800
多家博物馆、近 3200家公共图书馆和 22.5万家书店，每
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次超过 10 亿、借阅图书近 7 亿册；今
天的中国人每年观看各类演出超过 11亿人次；今天的中
国99%的人口可以收看收听电视广播，所有行政村都建有
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和文化活动室……

从缺书少刊的书荒之困到书香满城的全民阅读；从
简陋的露天电影到酷炫高科技的巨幕影厅；从一院子人
围看一台黑白电视机到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一体化发展
的智慧广电……中国文化实现了从“贫瘠匮乏”到“多姿多
彩”的跨越，不敢想的“奢侈品”渐成生活“必需品”。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文化产业进入
发展快车道。文化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2019 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7.0%，达
86624 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12 年的
2.36％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
提高。

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截至 2020 年 3 月，网络
视频用户规模达8.5亿，较2018年底增长1.26亿，占网民
整体的94.1%。优秀的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综艺等网
络文化产品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空
间。跨界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文化+
旅游”“文化+体育”“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文化+
贸易”渐成常态，与各领域的融合给文化产业带来了巨
大的发展潜力和想象空间。

文化走出去取得积极进展。2018 年，中国文化产品
和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137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
2019年图书版权输出品种已达15767种。版权引进与输出
比也从“十二五”末的 1.57︰1 缩至 2019 年的 1.02︰1。
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在海外广受欢迎。

精彩纷呈的文化生活、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美美
与共的文化交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显著增强国家文化
软实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的精
神动力。

扎根人民力作频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中国发展史上，从先
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
域的创新风潮，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的
发展，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文艺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血脉相连、命运共
担。一部现当代中国文艺史，就是党领导文化发展的历
史，就是用文艺记录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自立自强的
过程。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国文学艺术蓬
勃发展，为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伟大
复兴作出了独特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
代代文艺工作者用真挚的情感、深厚的生活积累创作出
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从歌剧《白毛女》到小说《创业史》，从戏曲《朝阳
沟》到油画《黄河颂》，从电影《英雄儿女》到歌曲《在
希望的田野上》，从话剧 《龙须沟》 到电视剧 《山海
情》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艺的旋
律始终激荡在百年征途中，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
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艺发展的
鲜明特征。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厘清了文艺为谁
服务的问题，开启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新纪元。2014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新时代
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场座谈会，跨越 70余年，却贯
穿着同一主题词——人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文艺界蔚然成风，文艺小
分队深入基层一线的文艺慰问、创作采风、结对帮扶等

活动蓬勃开展。据统计，近年全国文化系统每年开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相关活动约 1万项、参与的艺术
工作者约 10万人次。反映先进人物、农村农民、产业工
人、知识分子、少年儿童以及都市生活、地方风情等题
材的作品不断增多。

广大文艺工作者挖掘中国传统，立足中国现实，植
根中国大地，创作生产了 《父母爱情》《平凡的世界》

《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 等拨动人们心弦的电视剧，
《战狼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
乡》 等展现家国情怀的电影，《超级工程》《大国重器》

《航拍中国》《记住乡愁》 等讲述“追梦”故事的纪录

片，《不忘初心》《天耀中华》《沂蒙山》《大地颂歌》 等
弘扬时代旋律的主题作品，描绘着这个波澜壮阔时代的
精神图谱，构成了激荡人心的时代协奏、感动世界的中
国交响，提振了人民精气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
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文化自信底气强大

五千年文明，长风浩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
上的文化自信。

悠远的文明传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五千年文明
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的
顽强与坚韧；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和禀赋，赋予了中国
共产党质朴刚健、艰苦奋斗的宝贵品格；华夏先人对天
下大同的追求向往，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心系苍生、天下
为公的博大胸襟。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马克思主义，
激活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历史上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伟
大文明，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丰富的养分
和深厚的动力。

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在一百
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进程
中，不但书写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而且铸就了
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伟大精神。上海兴业路的石库
门、嘉兴南湖的红船、井冈山麓的八角楼、长征路上的
大渡桥、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戈壁深处的“两弹一
星”科研基地、深圳的莲花山、荆江大堤的抗洪纪念
碑、汶川地震后建成的新城、旧貌换新颜的湘西十八洞
村……这些早已不只是闻名中外的地理标识，更已成为
中华民族不甘落后、拼搏奋斗的精神图腾。每当风雨来
袭，每当挑战来临，中国人民都在精神之旅中坚定信
心、鼓足勇气，凝聚起众志成城、一往无前的磅礴伟力。

社会主义不但要提高物质生产力、也要提高精神生
产力，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新时代的中国，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广为弘扬，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文化
事业、产业蓬勃发展，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优秀
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健激越、先进文化
的繁荣兴盛，共同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就
了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
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
者和弘扬者。2017 年初，中办、国办出台 《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进一步做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作出部署。文物保护状
况得到切实改善。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5000
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万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11 万余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效显著，红色旅游
火遍全国。全国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有 3.6 万多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有100多万
件 （套）。

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中
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经典咏流传》《典籍里
的中国》 等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节目广受欢迎，《我在
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 等纪录片在年轻人中
成为“爆款”，频频“出圈”。传统戏曲、曲艺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后继有人，青年人才不断涌现。传统节日
全面振兴，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民俗活动丰富
多彩……一波波传统文化热潮涌动在神州大地，加深群
众对历史、对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

阔步迈向文化强国

岁月山河，往往在百折千绕之后最为荡气回肠。
2021年7月1日，走过风霜雨雪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

年华诞，举国欢庆，举世瞩目。告别满目疮痍、积贫积
弱、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今日之中国，到处荡漾着文
明新风、充满着和谐和睦。

从几千年历史深处走来的文明大国，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焕发出新的光彩，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
神生活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硕
果累累，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文化创造力和活力不断迸
发，处处呈现出百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的动人
风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文化的地位不可替代，文化的作用更加凸显。

五千年弦歌不辍，一百载历久弥新。站立在960多万
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
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
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挥毫起笔新
时代的文明史诗。

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展望未来，一个社会文
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将屹立在世
界民族之林。

复兴路上 阔步高歌
本报记者 郑 娜

复兴路上 阔步高歌
本报记者 郑 娜

4 月 18 日，
小朋友在山西省
大同市灵丘县东
窖村大学蜂乡村
图书馆内看书。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4 月 12 日 ，
在河北邢台市隆
尧县第三实验小
学京剧课堂，戏
曲老师指导学生
练习京剧表演基
本功。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2020 年，面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严重冲击，中国电
影 市 场 在 全 球 业
界率先复苏，全年
电 影 总 票 房 达
204.17亿元。图为
观众在 2020 年上
映 的 抗 美 援 朝 战
争题材电影《金刚
川》海报前拍照。

陈玉宇摄
（人民图片）

6 月 23 日 ，
观众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参观《无
声 诗 里 颂 千 秋
——美术经典中
的党史主题展》。

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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